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尔尼卡》、《亚威农少女》、《梦》……毕加索的画作世界闻名。那么，听说过毕加索的陶瓷作品吗？今年9月8日—10月30日，知名国际
策展人温琴佐·桑弗先生带来了迄今海外最大规模的毕加索陶瓷作品展，五十件毕加索陶瓷作品真迹将在第十四届中国国(淄博)国际陶瓷博
览会上展出。即日起，本报推出“毕加索：陶瓷与陶瓷艺术相伴晚年”特刊以及“毕加索·锐话题”专栏，对毕加索陶陶艺展进行报道。

编者按：

山东工艺美院美术馆馆长、摄影家曾毅：

陶陶艺艺展展引引发发艺艺术术深深层层次次交交流流

优秀文化有

融会贯通之处

齐鲁晚报：在2013年十艺节
上，您与桑弗先生共同策展的

“欧洲经典美术大展”，为世人带
来了一场“重磅级”的艺术盛宴。
今年您与桑弗先生再次携手，
将毕加索请到了淄博。请问，您

对此次毕加索陶瓷作品展有怎
样的期待？

曾毅：我与桑弗先生是多
年的老朋友。二十多年来，他通
过努力，搭建起了中国和意大
利文化艺术沟通的桥梁。

这次在淄博陶博会上展出
的作品，是毕加索陶艺作品在
海外最大的一次展会。五十件
毕加索的陶艺精品来到中国，

让我们有机会在淄博这个陶瓷
之都，感受到毕加索的陶艺精
神。毕加索代表欧洲艺术精神
的巅峰；淄博古窑蕴含着中国
陶艺文化薪火相传的厚重感。
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引发深层
次的交流和共鸣，在中西文化
交会中，彰显优秀文化融会贯
通之处，给我们文化复兴之梦
想的启示。

毕加索陶艺

与画作风格迥异

齐鲁晚报：毕加索画作与其陶艺作品
在风格上有哪些异同？

曾毅：说到艺术风格，毕加索一生创
作风格几经变化。由于生活经历，他早期
的作品充满了早熟的忧郁和款款的哀伤。
迁居巴黎后，虽然生活仍旧贫困，此时的
他却收获了爱情，创作风格也洋溢着幸福
的喜悦。再到后来，他的作品一改忧郁、缺
乏生命力的象征，开始关注社会、关注人
生百态。

到了后期，毕加索风格重原始艺术，
一度转入写实，后来又倾向于超现实主
义，《格尔尼卡》就诞生于这个时期。到了
晚年，毕加索创作风格与生活更加贴近。
他的作品主要以陶瓷为主。因此，毕加索
陶瓷作品的风格与其他作品、尤其是画作
的风格是迥异的。

陶瓷艺术上

现代与传统共舞

齐鲁晚报：陶艺是现代元素与传统文
化融合的融合。您认为我国现代陶艺应如
何创作和发展，才能更好的体现这种文化
的融合？

曾毅：现代陶艺，顾名思义，是陶艺家
们以陶瓷为媒，用来表现自身个性、思想，
而且具有现代思想的陶艺。不同于传统陶
艺在陶瓷功能、造型、用料等工艺上精雕
细琢，现代陶艺更倾向于对艺术表达、个
人风格的追求，它传达的是一种现代精
神，在陶艺这一“泥与火之歌”中，添加了
更为现代化、多元化的元素。

我国现代陶艺起步略晚，但经过几十
年发展，已逐渐走向成熟，在世界主流陶
艺中占得一席之地，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过去，我国现代陶艺的创作一度曾出
现过西化的误区。创作脱离了传统文明的
土壤，使得现代陶艺距离民族文化越来越
远。近几年，陶瓷创作模仿西方和日本的
热潮慢慢退去，更多的陶艺家们开始探索
传统文化在现代陶艺中的应用。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现代陶艺
的创作，不能一味模仿西方创作形式，更
不能丢掉传统陶艺创作的精华。应深扎根
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沃土，站在世界
文化交融贯通的结合点上，既充分挖掘民
族本身的艺术精华，也要吸纳各方优秀文
化，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让现代
陶艺创作回归民族和生活。

特邀嘉宾：淄博市委经信
工委书记、市经信委主任魏玉
蛟

此次淄博市政府邀请意
大利文化艺术中心主席桑弗
先生在淄博市博物馆共同举
办的毕加索陶瓷艺术展，展品
约为50件，这些展品基本展现
了毕加索从不精陶艺、在平面

上作画，到略通技术、在立体
的罐子瓶子上作画，直至精通
技术、自己烧陶的整个发展过
程。

本届陶博会上，毕加索陶
瓷作品展无疑是一大亮点。这
不仅是毕加索陶瓷作品最大
的一次海外展，也是一场中西
方文化交流的盛会。如桑弗先
生所言，这次展会是现代主义
大师毕加索一次别开生面的
中国之旅，在知名陶瓷盛会上

与中国观众见面，具有特别的
意义。

通过合理的布展以及高
质量的宣传，吸引更多的游
客、行业人士和相关企业等社
会各界参加，从毕加索陶瓷作
品展出发，由点及面，带火整
个陶博会，进而提高淄博陶博
会的知名度，充分发挥陶博会
对淄博相关经济领域的拉动
作用，将陶博会打造成淄博经
济最重要的名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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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毕加加索索陶陶艺艺展展
提提升升淄淄博博陶陶博博会会知知名名度度

陶博会历来是展示淄博经济文化水平的窗口。毕加索陶艺展无疑是此次陶博会上最亮
的一点。陶艺展将给陶博会的举行，以及淄博陶瓷行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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