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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主要在闡述中國陶瓷高溫釉的發展，演變成傳統的顏色釉「青釉」，經過歷代歷朝的發展成為中國著名的傳統瓷器

「青瓷」。並以中國、台灣、日本近代青瓷創作環境做概述。及論述個人青瓷創作的理念與風格。 青瓷在橫面向的認知，

讓人感覺到神秘、燒製困難。從「原始瓷器」的釉多是石灰釉，可知長石石灰釉就是青釉的主要原料。對青釉發展淵源，

縱面向的去瞭解，有助於揭開青釉的神秘感，而去追求古代陶工經驗累積燒窯的技術，尋找青釉美好的色澤。個人青瓷創

作風格、理念分析分為： 一、古典傳統造形風格： 開始青瓷創作時以中國傳統器形為仿製對象，累積多次燒窯經驗與原

料調配，燒製出來的青釉，來比對傳統青釉的釉色。作品受日本柳宗悅提倡「民藝運動」的影響，專注生活陶，陶藝生活

化。 二、現代造形風格： 受立體派的雕塑家與包浩斯、莫理斯之影響。而擺脫傳統的器形，追求現代的抽象造形。 三、

後現代性影響風格 研習當代藝術思潮與後現代主義後，對一些社會現象的探討，以複合媒材組合，從事青瓷創作，為後現

代性影響的作品風格。 關鍵字：青瓷，青釉

關鍵詞 : 青瓷 ; 青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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