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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牌建设的独特优势与现实价值

◎黄海红
摘要：陶瓷是景德镇的最靓名片，陶瓷艺术是景德镇的绚烂底色。景德镇值得拥有集群化的陶瓷艺术品牌，陶瓷艺术

品牌建设也可提升景德镇内涵。景德镇得益于深厚的历史沉淀、完备的陶瓷艺术全产业链以及一批日益壮大的陶瓷艺术企

业群，这是景德镇建设陶瓷艺术品牌的独特优势。景德镇创建国家级试验区、未来城市竞争优势培育的需要以及作为提升

民族文化自信心的良好载体，这些因素使得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牌建设具有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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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景德镇推动实施《景德镇

市陶瓷品牌发展战略实施意见》和《景

德镇市知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以来，

景德镇就开启了陶瓷艺术品牌建设的大

序幕，当年就有 30 多家企业在国家商标

总局成功注册，涌现出一批知名品牌，

比如法蓝瓷“FRANZ”、龙兴、红鑫、

永和春、卡地克、景德、玉柏、昌南等

获得省市著名商标认定。青花、玲珑、

粉彩、颜色釉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四大

传统名瓷，也是景德镇千年陶瓷史积累

沉淀而成的四大自主品牌。在市政府努

力下，这四大“金字招牌”也在 2010 年

落户景德镇，成为景德镇打响陶瓷艺术

品牌建设的标志性事件。景德镇以陶瓷

立身，千年来一城钟情于一业，不论兴

衰成败均矢志不渝，这在中华城市变迁

史上实属罕见。

景德镇是“千年瓷都”，更是“国际

瓷都”，其陶瓷产业及艺术水准在全球范

围内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近年来

日益火爆的“景漂”一族，在人口只有几

十万的小城景德镇出现，这现象可比美“北

漂”“沪漂”等千万级人口大都市。究其

原因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考量的，这些都

指向了景德镇陶瓷艺术。如果说在陶瓷艺

术上建构品牌，那一定要关注景德镇，因

为景德镇在陶瓷艺术上具有独特优势。同

时，以及景德镇全力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

承创新试验区的进程中，在景德镇未来发

展定位等方面，景德镇进行陶瓷艺术品牌

建设又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

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牌建设的独特优势

在景德镇进行陶瓷艺术品牌建设，

得益于其具有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一）景德镇具有深厚的陶瓷艺术历

史沉淀

《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

始于汉世。”通过文献记载看，景德镇

自汉代就已经开始冶陶，说明景德镇制

瓷历史久远。东晋时赵慨对景德镇制瓷

技术进行了系列重大改革，让景德镇制

瓷在配方、成型和窑烧等工艺上突飞猛

进。到了南北朝时，景德镇已经能够烧

造皇家标准的进御瓷器，这为景德镇后

期制瓷崛起提供了历史积累。到了唐代，

景德镇瓷业水平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

出现了远近闻名的霍窑，当时被人称为

“假玉器”。唐代景德镇瓷业较快发展

和五代时期瓷业未因时代变革而中断，

在持续发展和稳定环境下让景德镇对制

瓷人才具备一定的吸引力。

景德镇陶瓷走向艺术路线，要从宋代

谈起。景德镇在宋景德年间之前叫“昌南”，

至宋真宗时期，景德镇因为瓷质优良而获

赐，《景德镇市志》载：“景德镇之名始

于宋景德元年（1004 年），事载《宋会要

辑稿》：‘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

景德元年置’。”景德镇在宋代陶瓷鼎盛

期的带动下，传习龙泉窑青瓷技术与釉色

特点，烧制出江南水乡烟雨蒙蒙的灵秀之

作影青瓷，从而打响了景德镇窑的名声。

影青瓷具有青瓷系列的“天空蓝”味道，

又有视觉对比下的玉质感，很符合宋代理

学对哲学义理的追求潮流，因而成为宋代

民窑系列中品格较高的艺术瓷。到元代，

浮梁磁局的设立，并烧制元代卵白釉枢府

瓷，开启了景德镇官窑路线。

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

心，“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辉煌

格局延续了 500 余年，皇家专供奠定了景

德镇陶瓷艺术的崇高地位，一时间，提起

景德镇就是陶瓷艺术的制高点。“千年瓷

都”是一代又一代景德镇陶瓷工匠运用持

续不断的精湛技术与手艺才创造出来的。

景德镇从区位地理到地下空间都透着陶瓷

艺术的历史沉淀，这个独一无二的优势为

景德镇创建陶瓷艺术品牌提供历史底蕴。

（二）景德镇具有完备的陶瓷艺术产

业链

如果生产一件工艺复杂的陶瓷艺术

品，在景德镇只需要存储几个手艺师傅和

店铺老板的电话就能解决，而在其他城市，

你可能会因为缺少某些环节而半途而废。

这就是景德镇陶瓷艺术工艺产业链齐全的

现实写照。

景德镇陶瓷自古有“过手七十二方可

成器”的工艺流程，据 [ 清 ] 唐英《陶冶

图编次》中记载，景德镇陶瓷工艺主要有

采石制泥（主要是高岭土）、淘练泥土（主

要是淘练之法）、练灰配釉（主要是釉灰）、

制造匣钵（主要是匣钵之泥）、圆器修模

（主要工艺名手）、圆器拉坯（主要是手

法屈伸）、琢器做坯（主要是专门工匠）、

采取青料（主要是青料配制）、印坯乳料

（主要是专工乳研）、圆器青花（主要是

画工精湛）、制画琢器（主要是妙笔生花）、

蘸釉吹釉（主要是施釉手法）、旋坯挖足

（主要是挖足写款）、成坯入窑（主要是

装窑水平）、烧坯开窑（主要是把握出窑

时间）、圆琢洋采（主要是五彩绘画）、

明炉暗炉（主要是以匀火气）等，每道工

序都有完备的产业链作为支撑，做成一器

离不开全产业链的助推作用。

景德镇陶瓷艺术产业链从宋元时期就

逐渐完备起来，特别是北宋败北之后，北

方窑系的很多工匠南迁，陆陆续续汇聚到

相对偏僻但稳定的景德镇。元代伴随官窑

体系的植入，对生产工序要求严格，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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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官窑生产的工匠按照工种进行分工，奠

定了陶瓷艺术产业链基本框架。明清时期，

陶瓷艺术生产工序进一步细化，皇家贵族

专款供养工匠并形成匠籍制度，限制优秀

工匠外泄，但是官窑生产无法满足市场需

求，民窑开始仿制官窑模式进行生产，官

窑由此带动了民窑产业链发展。进入到工

业陶瓷时代，景德镇的手工陶瓷生产体系

仍然完美保存下来，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

中，各种手工陶瓷生产工序隐匿其中。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景德镇围绕陶瓷艺术工

艺为生的从业人员在十万人以上，他们是

产业链的重要保障。产业技术完备、工匠

人才充足为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牌建设提供

了可靠保证。

（三）景德镇具有一批日益壮大的陶

瓷艺术企业群

景德镇陶瓷艺术生产在近代以来经

历了行业危机与重生蜕变。近代，欧美工

业瓷打破了景德镇手工陶瓷艺术的独享地

位，量产化工业瓷借助新技术和高产能快

速蚕食景德镇陶瓷市场份额，行业危机日

益严重。民国时期杜重远在景德镇调研时

就感叹技术落后、管理不足、行业不兴的

景德镇瓷业衰败现状，提出了全方位革新

的新思路，终因时代困境而未付诸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景德镇陶瓷艺术行业迎

来了发展良机，现代工业制瓷技术与传统

工艺相结合，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陶瓷艺

术企业。据《江西 40 年·景德镇卷》记

载：“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一系

列措施，使陶瓷工业开始复苏。到 1956 年，

全市 2491 家大大小小的私营陶瓷厂、户，

逐步组成 19 个公私合营厂，16 个制瓷社，

15 个画瓷社，为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

1958 年以后，又将组织起来的厂、社，合

并为九个大型地方国营瓷厂，加上新中国

成立后新建的国营建国瓷厂，共为十大瓷

厂。”十大瓷厂就是典型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景德镇陶瓷艺术企业

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万千个体企业、股份

企业、外资企业相继成立，形成了多元化

陶瓷企业发展格局，据记载，1988 年景德

镇全市陶瓷行业产值已达 3 亿元以上，出

口创汇额达 3 千万美元以上。进入新世纪，

景德镇陶瓷艺术企业持续升级革新，高新

技术和 5G+ 技术全面融入，让景德镇在

手工工匠型企业和现代化技术企业双链条

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依据 2021 年品牌评

价及销售量指数，景德镇陶瓷艺术企业实

体涌现出了红叶、昌南、乐优、玉柏、玉风、

景川、欢畅、鼎众陶瓷、珐琅瓷、景运雅成、

紫芳斋、镂兰一品、古镇陶瓷等品牌公司，

还有众多大中小微企业活跃在线上平台，

市场份额逐年增加，品牌效应日益增强。

可以讲，景德镇陶瓷艺术行业拥有的龙头

企业和骨干实体，为陶瓷艺术品牌建设奠

定了企业实体基础。

二、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牌建设的现实价值

景德镇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博物馆”，

其深厚陶瓷文化底蕴与勃勃生机的陶瓷行

业使其获批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

试验区。在此之机，加快景德镇陶瓷艺术

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牌建设是景

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的

题中之义

2019 年 8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化和旅游部批复成立景德镇国家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新闻时评称之为“千

年景德镇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

依据《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

区实施方案意见》，景德镇已经成立国家

试验区管委会，以具体负责落实试验区建

设各项事务。2020 年 5 月，江西省出台政

策支持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

区产业聚集发展的 15 项措施，其明确提

出了“支持培育壮大陶瓷产业集群”的思

路，引导促进景德镇陶瓷艺术产业集聚、

集约发展。近几年，景德镇加紧试验区建

设进度，不断夯实建设项目，已经在陶瓷

文化保护传承创新、陶瓷文化产业创新发

展、陶瓷文化旅游业、陶瓷文化交流合作

水平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加快景德镇陶

瓷艺术品牌建设对于推动试验区陶瓷文化

产业创新发展方面具有现实价值。

如今，试验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中，在扶植推动陶瓷艺术产业品牌建设上，

政策力度和资金力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景

德镇市正在加紧规划建设陶瓷总部基地，

实施陶瓷龙头企业培育工程，力主在景德

镇陶瓷艺术行业培育一批有影响力和品牌

价值的骨干企业。针对正在成长的万千中

小微企业，景德镇市实施陶瓷中小微企业

壮大工程，通过资金支持与政策导引，促

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由小升规模。反

过来，景德镇陶瓷艺术企业应借助发展契

机加快品牌建设力度，不断提升自身技术

含量、文化内涵和社会责任，打造出人文、

科技、文化于一体的民族陶瓷艺术品牌，

为景德镇国家试验区建设增砖添瓦，提供

蓄力。

（二）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牌建设是提

升景德镇未来发展大计的必然选择

景德镇是陶瓷艺术之都，也有千余

年的历史沉淀与耕耘，但是景德镇陶瓷

并没有因此走在世界陶瓷艺术高端市场

的前列，相反，景德镇陶瓷艺术市场杂

乱无序、市场划分不够科学合理。景德

镇陶瓷艺术产业的现状可用“三少三多”

来概括，即“高中档少，低档多；自制

创新产品少，仿制产品多；特色产品少，

大路货多。”

走在景德镇街区，地摊街边店占据了

陶瓷艺术市场的大多数份额，景德镇以国

贸陶瓷城、西客站中国陶瓷城、樊家井陶

瓷市场、曙光路陶瓷大市场等为代表的陶

瓷商贸市场，其特点是陶瓷艺术品类多，

但竞争缺乏统一的定价秩序，存在相互恶

性压价竞争的现象，使得景德镇陶瓷艺术

市场有“品”无“价”，着实让人担忧。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景德镇现有的高端的美

术馆、博物馆、画廊还是少数，特别是景

德镇陶瓷艺术按种类进行分类建设的博

物馆、艺术馆缺失，让景德镇陶瓷艺术

有话说不出、有料展示不出来。面对陶

瓷艺术市场这种低端低价竞争现象持续

存在，陶瓷艺术品的行业分类标准模糊，

高端艺术品生存发展困难的现实，景德

镇一些知名人士在各种场合呼吁景德镇

陶瓷艺术需要自己的知名品牌和核心竞

争力。近年来，虽然三宝国际瓷谷、陶

溪川逐渐打出名气，但是份额还是太小。

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市场多元化发展仍任

重道远，高技术、高水平的陶瓷艺术企

业还在成长当中。未来，景德镇陶瓷产

业发展还要依赖于集群品牌，这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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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与引领，方可走得更远。

（三）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牌建设是提

升民族文化自信心的良好载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

富，景德镇陶瓷艺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朵耀眼瑰宝，在漫长

历史变迁和现今时代历程中持续绽放出

中国文化独特的韵味与魅力。陶瓷英文

china，第一个字母大写就是中国 China，

因而景德镇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景德

镇正致力于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

都，就是基于这一客观现实。经过漫长的

中外陶瓷贸易涵养的景德镇陶瓷艺术早已

经成为中华民族在全球闻名的名片。新时

代，中华民族正经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转变过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

因为只有一个文化自信的国家才可以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坚定文化自信，

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

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如何才能坚定

民族文化自信心，这就需要一定的文化载

体，即讲好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

大力建设景德镇陶瓷艺术品牌，是讲好“中

国陶瓷故事”的一条好路径，它既有品牌

价值意义上的民族担当，又有文化自信意

义上的实体振兴，一举两得。

三、结语

概言之，景德镇建设陶瓷艺术品牌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十分重要的现实

价值，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景德镇有

“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

的写实赞誉，在全球化的当下，景德镇

已经拥有一大批优秀陶瓷艺术企业在全

球打响了品牌，比如红叶、昌南、玉风。

央视品牌计划顾问李光斗先生有“全球

化造就了品牌经济时代”的说法，这说

明在日益开放扩大的国际市场经济大舞

台上，景德镇必须更加重视陶瓷艺术品

牌建设，打造属于自己的集群龙头企业，

这是未来景德镇“厚积而薄发”的底气

所在。三分认知七分在落实，行动才是

最好的出路。景德镇如何依托自身独特

优势，深耕陶瓷艺术品牌建设大战略，

关键还是在可行的政策引导与落实优化

建设路径上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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