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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荣昌陶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优质的陶土资源及精湛的制作技艺而闻名于西南地区。四川美

术学院一直对西南地区的民间艺术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研发创新,发展至今二者的联系更是日益加

强。本文通过田野考察、深入访谈、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从纵向时间线的发展上,梳理了50年代以来川

美陶艺学科与荣昌陶各时间节点下的变化与发展,关联与影响,以期为日后二者的深入合作提供宝贵的

经验及对策。 

[关键词] 荣昌陶；四川美术学院陶艺；关联；合作 

中图分类号：O571.41+4  文献标识码：A 

 

1 四川美术学院陶艺学科发展

背景 

陶艺作为实用性较强的艺术门类之

一,其发展与社会需求紧密相关。川美陶

艺学科作为川美学科中的‘一员’紧跟

社会发展。自1955年起,学院根据当时的

“调繁、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开始筹建陶瓷专业,由梁启煜教授任筹

建组组长[1]。筹建组的全体教师,先后去

荣昌安富镇进行调查研究,历尽千辛万

苦,克服困难,通过整理当地陶瓷发展资

料、建立陶瓷工厂、更新产品等大量工

作,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实验,不仅为四

川荣昌陶器独特风格的形成作出贡献,

也为学院开设陶瓷专业和开展陶瓷专业

教学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1956年正式

成立陶瓷专业,由梁启煜、罗明遥等人成

立陶瓷教研室,梁启煜教授担任教研室

主任,随后陶瓷专业开始迅速发展。 

2 荣昌陶发展背景 

2.1自然条件 

荣昌安富镇有着优质的陶土资源和

丰富的燃料资源,陶土总储量达1.1亿吨,

又属亚热带偏湿性常绿阔叶林,有大量

烧窑可利用木柴。此处储藏着别地罕见

地“陶泥”,所制陶器在使用过程中会变

化形成‘包浆’,由此产生了安陶“亮如

镜”的特色,这些特殊的自然条件为荣昌

陶器生产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优势条件。 

2.2历史背景 

荣昌陶从汉代兴起,发展至今,主要

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1)萌芽到兴盛：荣昌陶兴起于秦汉

时期；唐宋时期随着国力、经济的不断

发展,陶瓷文化随之发展。尤其是在宋代,

荣昌陶制作生活器具的种类十分丰富；

元代,荣昌陶总体持续发展；发展到明代,

器型以实用类器皿为主,虽承接了宋代

的简洁却缺乏创新性,明代中后期,总体

制陶水平上升,器型种类日渐丰富。 

 

宋代 陶酒具(图片来源：《荣昌陶》安陶

创意产业管委会) 

(2)衰落到复兴：明末清初,战乱不

断、社会动荡、文化断层,荣昌陶发展走

向衰落；清代,在政府的推动下,加上荣

昌便利的交通为人口迁徙提供条件,湖

广、江浙赣、滇等地的移民聚集于此,

不同的文化、生产经验、制作工艺等得

以交流,使得荣昌陶再次发展,因为泡菜

坛能够腌制巴蜀地区喜爱的泡菜,成为

受大众欢迎的日用陶器,所以泡菜坛一

直是荣昌陶生产的代表器皿。 

(3)繁盛到中止：清末至民国初期,

制陶工艺进步,窑口兴建,荣昌陶业再次

繁盛。从民谣“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

烧酒坊”里就可看出陶瓷业的发展状况。

在当时“实业救国”的国情大背景下,

有识之士开始兴办学校与传习所,四川

政府又加以推动,在此地设立“荣昌陶器

实验工厂”和“工业合作社”,致力于荣

昌陶的发展[2]；随后的抗日战争爆发,

荣昌陶发展再一次戛然而止。直到新中

国成立后,才得以逐步恢复。 

 

清末民初  烟具 (图片来源：荣昌历史

陶博物馆) 

现今,荣昌陶作为重庆文化产业品

牌,也是重庆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一,并有“重庆新名片十强”的称号,

成功注册国家地理商标,这些都离不开

当地独有的自然条件和荣昌陶深厚的历

史背景。 

3 四川美术学院陶艺学科与荣

昌陶不同时期下的交融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1 

Education Research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逐步恢

复。为了使高等教育适应大规模、有

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按照党中

央和国务院规定“以培养工业建设人

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

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这一总的方针[3],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后将西

南人民艺术学院的美术科与成都艺术

专科学校的绘画科、应用艺术科合并,

成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原成都艺专

应用艺术科教授李有行、沈福文、梁

启煜等教师调整到西南美术专科学校

(现四川美术学院)。 

在国家计划生产下,手工艺发展从

个人走向集体主义,各产业纷纷组成合

作社,荣昌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

逐渐恢复生机。 

3.1 50年代到70年代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工艺是换

取外汇的一项 主要的国家产值来源,

因此受到支持与鼓励,遍布全国的“工

艺美术服务部”兴起,使工艺美术成为

与美术并列的门类,并在发展与影响上

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形式[4]。荣昌政府

不仅将手工艺纳入管理系统中推动发

展,恢复陶器生产,还委托四川美术学

院教授梁启煜等人,对荣昌安陶进行恢

复与发展。 

3.1.1初始合作——恢复荣昌陶、建

立川美陶瓷专业 

1955年4月,梁启煜、程尚俊先生受

四川省文化局美工室委托,到荣昌安富

镇,开始负责荣昌陶器研究及改进工

作。在当地相关教师及手艺人的支持下,

他们收集当地从前的陶器产品,开展陶

瓷图片陈列展览,并邀请当地艺人和广

大群众参观,介绍陶瓷业发展情况,增

强人们的发展信心。后二人拟定出以恢

复改进为重点的试制产品计划,由当地

群众选出16名传统手工艺人,加入到新

产品试制组。梁启煜等人的新产品设计

图案出来后,当地艺人和群众提意见建

议,修改完善后,再交给试制组艺人制

坯后多次修改,才进行成品烧制,这些

成品又由梁启煜先生等人介绍到北京

进行 售。 

 

 

云纹耙花泡菜坛 梁启煜(图片来源：《四

川陶器工艺》) 

烧制成品展示(图片来源：梁大提供) 

不久后,梁启煜、罗明遥、毛超群等

人第二次被委派到荣昌安富进行改进研

究,重点是新产品的研发。经过一系列改

革、实验,为学院开设陶瓷专业和开展陶

瓷专业教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川

美陶瓷专业于1956年正式成立,由梁启

煜、罗明遥等人成立陶瓷教研室,梁启煜

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在成立后招收了

第一届学生王世良、马高骧、刘大华等7

人,当时川美陶瓷专业教学设备并不完

善,梁启煜等人将川美陶瓷专业学生带

到荣昌进行学习实践、毕业创作,并一起

改进荣昌陶。 

 

梁启煜等人在安富陶器厂合影(图片来

源：《荣昌窑》第27页) 

1956年,四川省第一届工艺美术品

展览会,胡贯之、梁启煜、杨学礼等3人

的作品分别获得一等奖,获奖作品件数

遥遥领先于省内其他陶瓷产区获奖作品

总件数。同时,荣昌安富镇陶器生产合作

社、荣昌县公私合营陶器厂获集体奖,

占全省14个获奖单位的七分之一。 

据“安陶厂”50年代末保存资料记

载：“两天的时间,创制出十八种儿童玩

具……”可见,50年代末期荣昌陶不仅

生产率较高,作为国礼走出国门更能体

现合作后荣昌陶改进的成功。 

3.1.2校企合作——荣昌陶与川美

陶艺共同发展 

60年代起,一批高等院校毕业生投

入荣昌陶发展,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问题,

如四川美术学院的刘大华、中央美术学

院的朱红林、成都艺专的司徒铸等。同

时这些各院校的风格融汇在荣昌,不仅

使荣昌陶展现新面貌,也为川美陶艺吸

收新的养分。荣昌陶代表性传承人梁先

才和笔者谈到：“我们荣昌陶每一年的提

升,工艺的提升,那时候都靠川美的。读

本科(川美)毕业,都要有作品,每个人创

意,(对荣昌陶)工艺提升都很大。”这不

仅是对川美陶艺学科教学的肯定,更是

二者共同发展的见证。 

川美陶艺学科不但吸收荣昌地区的

经验,也吸收景德镇等地的经验。60年代

学校要负责大量的社会任务,虽然社会

任务冲击了陶瓷专业的教学,但是在创

作科研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如学生到景

德镇生产实习,学习窟彩、堆花、古彩等

装饰方法,并发表相关论文。此时川美陶

艺专业开设雕塑、陶瓷工艺、陶瓷图案

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也在荣昌陶改

进中工作中总结了经验,这些课程的“结

果”也反作用于对荣昌陶的改进。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为配合复出的

邓小平出国访问,马高骧教授(川美陶艺

毕业,现为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在荣昌安

陶长研制了双色釉鱼耳罐,其中一只作

为礼品馈赠给外国政要,另一只在荣昌

陶博物馆内收藏。从双色釉鱼耳罐装饰

可以看出釉色改进丰富,并且直接用釉

色来描绘出瓶身的风景,双耳鼓腹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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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平和饱满,同时能从中体现荣昌陶

的韵味。 

 

双色釉鱼耳罐 马高骧(图片来源：

《荣昌窑》第33页) 

川美陶瓷专业毕业生不断到荣昌学

习实践,又将当地工艺技术等“带回”院

校,如马高骧、朱晔等人都参与荣昌陶的

改进,后又回校授课,经过一次次的合作

改进,川美陶艺学科和荣昌陶迎来辉煌

时刻。1956年至1978年期间改进后的荣

昌工艺陶,通过多次展览出现在公众面

前,获得好评,如四川省第一届工艺美术

品展览会,梁启煜、杨学礼等人的作品获

得一等奖,获奖作品件数遥遥领先于省

内其他陶瓷产区获奖作品总件数。1978

年,荣昌陶器共125件送到北京,参加全

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国家轻工业部、外

贸部、商业部在总结中说：“位于展览馆

西南角厅,展出美术陶瓷、瓷器…陶器的

著名产地有江苏宜兴、广东石湾、湖南

铜宫、广西钦州、四川荣昌等……”,

川美陶瓷专业也随之声名鹊起。 

在这一时期的合作,不仅满足时代

背景下的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而且对荣

昌陶文化传承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

时为川美陶艺学科的成立提供经验,对

陶艺学科教学发展也提供了材料技法、

创作实践、学习研究等多方面的支持与

帮助,形成“双赢”格局。 

直至全国范围内“文化大革命”开

始,教育战线受到严重损失,不得不中止

合作发展。 

3.2 80年代至今的融合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周总理强

调的“煤炭泥巴可以换回来外汇收入”

方针,使得传统手工艺有了重现的契机,

川美也在此之前恢复招生,荣昌陶再次

走出国门,展现光彩。 

3.2.1 80年代的短暂复兴 

川美自1966全国改制,全国年停止

招生长达8年,在1974年开始恢复招生。

梁大、吴时敏、许世虎老师等人被安排

到荣昌进行学习当地制陶工艺,后返回

川美陶瓷专业任教。唐英老师也从景德

镇陶瓷学院毕业分配到至川美陶瓷专业

任教。这一时期,川美陶瓷专业教师及学

生也经常到荣昌进行创作。1985年春天,

工艺美术系在成都四川展览馆举办染

织、陶瓷、装潢作品展览。著名作家马

识途,以“真大观也”为题发表文章,这

个展览评为“新颖神奇、巧夺天工。”在

文章的 后说,“令我十分高兴的是从这

批展览作品中,发现不少在工艺美术上

颇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的作品许多是

新颖的,别致的。”这一时期,荣昌陶器也

在全国、省级相关评选、表彰中,先后获

得单项、集体奖项共有200多次。 

3.2.2 90年代的逐渐消沉 

改革开放后,体制下的劳作氛围打

破后,民营与个体经营还具有一定的自

主性,能够适应市场使得工艺陶还继续

发展了一段时间。但在这种情况下,工

艺生产始终无法成为手工艺人维持生

活的工具,荣昌陶瓷厂梁先才、罗天锡

等掌握制陶技艺的工人离开,大部分人

开始转行。 

90年代后面对毕业生分配困难和考

生逐年下降,高等院校不少传统专业已

不适应社会需求。川美传统意义上的“工

艺美术”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很难解

决在新时代的设计问题,1992年经四川

省教委批准,撤 工艺美术系,陶瓷艺术

专业归属在工艺设计系。这时导致了川

美陶艺学科独立性的“断代”。并且停招

至1997年才恢复招生。 

荣昌工艺陶也逐渐消失,据梁先才

老先生回忆：“五六十年代,罗明遥那些,

当时很多老教授的作品,都在研发那边。

后来荣昌当时不搞工艺陶了,荣昌当时

转产,没搞工艺陶,做包装陶,酒瓶啊、泡

菜坛啊,应该说是在80年的时候,转产嘛,

做工艺品很费力撒,一个是订单品种复

杂,去做包装就单一了噻,量又大,计划

经济。” 

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的

方针,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

使得国内外交流频繁,强调生产、自主

售与市场接轨。由国家统一包 的传统

手工艺制品,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及需求,此时荣昌陶生产的国有企业相

继垮了,或解体或走向民营、个体经营。

大部分人转行做包装等生产,对工艺陶

的研发生产需求下降,就业岗位变少,这

对川美陶瓷专业的停招有直接的影响。 

21世纪初,安富镇工艺美术陶产品

数量骤减,荣昌陶走到了一个发展的“瓶

颈”时期。川美陶瓷学科再一次在不断

地改革下,面临独立性的“断代”。 

3.3 21世纪的重启 

改革开放40年里,使中国社会迅速

发展,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断蔓延,后

现代主义思潮的 大特点就是对传统重

新表示尊重和认同。中国自古崇尚“物

以载道”的传统理念,需要相应的器物来

呈现与依托,于是各阶层形成的巨大市

场对具有传统文化情感的手工艺品的生

产有巨大刺激性作用。从2006年我国开

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到近些年

的振兴传统工艺的政策不断更新出台,

推动着传统工艺文化的复兴,使人们对

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这对于

有着材质好、技术好、工艺好等特点的

荣昌陶来说是一个契机也是未来的发展

方向。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荣昌又与川

美陶瓷展开合作,签订合作战略。 

2016年,荣昌陶相关的非遗传承人、

非遗从业者参加“非遗研培计划”四川

美术学院陶艺班,川美教师为学员们讲

授设计基础艺术鉴赏、传统文化、主题

创作等课程,目的是改变学员们对陶的

单一认识、提高艺术审美、打开创新思

路等,这一过程还可以加强双方之间的

相互学习。2018年11月23日,国家级拉坯

技能大师占绍林与四川美术学院陶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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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班的学员们共同探讨了陶艺技法在现

代化社会创新发展的相关问题。近几年,

川美陶艺毕业生也在陆陆续续地融入荣

昌陶的发展中。 

 

 

国家级拉坯技能大师占绍林 拉坯教学

(图片来源：美术学系林恬) 

校企合作的方式不同于50、60年代,

以学院派介入的生产方式,推动荣昌陶

的发展。高校教师及毕业生成为工艺美

术大师队伍中的一员,成立工作室与企

业,如刘大华在高校退休后被返聘回荣

昌陶器厂工作,在鸦屿陶瓷厂任职工作；

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管永双毕业后扎

根荣昌成立西山雨工作室,生产创意工

艺产品等。不同方式的介入,为荣昌陶的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50年代以来川美陶艺学

科与荣昌陶的发展脉络梳理发现,二者

在时代背景下相互关联与影响：过去,

荣昌为川美陶瓷专业建立提供学习场

地、制陶原料、工艺技术等办学条件,

同时,川美陶艺学科为荣昌陶注入新的

装饰技法和工艺审美；现今,荣昌陶已成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与发

展尤为重要。川美陶艺学科立足西南地

区,肩负振兴传统工艺文化的使命,响应

国家政策,积极与荣昌陶进行合作,开展

“非遗研培计划”、学生驻地创作等相关

学术活动,以实现荣昌陶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笔者希望通过对四川美术学院陶

艺学科及荣昌陶发展脉络的梳理,能够

为二者在今后产学研层面的深度合作提

供宝贵的经验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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