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对公众开放首日，策展人姚梦溪通过展览标题、策展结构、章节综述以及展出作品四

个部分层层递进，阐释如何通过策展实践，在技术与媒介的思考基础上关联制陶与女性叙事。

本次特邀导览从展览标题墙开始，姚梦溪首先引导观众聚焦展览标题——中英文双语标题并非

直译对应。英文标题"The Jealous Potter"源自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嫉妒

的制陶女》；中文标题"制陶女将火高高举起"则涵盖制陶史、技术哲学与主体性三重意涵。姚

梦溪将标题拆解为象征主体身份的"制陶女"、作为核心媒介的"火"以及"高举火"这一意象，强调

制陶女以主动姿态成为"举火的创作者"，由此引出展览的三个章节："大母神"、"容器型技术"及"

自然的回归"。

UCCA 展陈设计师杨翛然将美术馆空间设想为容器本身，与 11 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形成协

同关系，以唯美且难以忽视的体量承载着作品。艺术家陈安琦的瓷土作品《娩》作为开篇之作，

以白瓷高跟鞋拼接成女性骨盆造型，聚焦分娩与女性身体经验。姚梦溪指出，在其创作中，高



跟鞋作为既带来疼痛与创伤又定义社会审美标准的媒介，被用来反思女性身体被异化为容器性

媒介的现象。

“制陶女将火高高举起”展览现场图，UCCA 陶美术馆，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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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山丘是活着的》前，这件来自艺术家阿琳·舍切特的作品安静地与弧形窗景相对。姚

梦溪介绍道，这件作品标题引用自 1959 年音乐剧《音乐之声》的主题曲歌词，让人联想起与自

然的共鸣。张移北的《我们的火堆里什么都有》和《钢盔》从自然界不同生物所演化的防御机

制出发，探索防御本能的多元性及其所投射的复杂心理状态。这种矛盾的两面性为本次展览中

的核心概念“容器型技术”提供了新的辩证思考。一楼的最后一处作品是日本艺术家津田久美惠

的《此时此刻》和《余晖（镜花园秋色）》，津田久美惠的作品饱含对于陶瓷艺术中偶然性的



思考，以及作品与特定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本次展览于初春开幕，现实情境中的春天与作品

中的秋色碰撞出新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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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姚梦溪带领观众前往二楼展厅继续观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艺术家刘惠德的《魂瓶》

系列，这一系列作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明器的造型设计，又能够看出澳门本地建筑的影子。

姚梦溪介绍道，这一系列的创作伴随着刘慧德自 2020 年至今对于陶瓷器的思考不断演变，从

对于故乡老建筑的再创造变成对于内心记忆的载体。《魂瓶》系列的右侧是艺术家孟阳阳的作

品《悬珠》系列，在这一系列的创作中孟阳阳以不同颗粒度的天然草木灰为原料，混合塑形膏

不断调和、堆积成型，强调了绘画作为空间性作品的“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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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波的创作难以被传统意义上的“陶瓷艺术家”所定义。她不仅是一位陶瓷创作者，更将烧

窑过程视为一种构建社群的方式。本次展览中不仅展出尧波的四件薄胎柴烧作品《物自体》系

列，还同步展出她的影像及写作作品。通过《创造差异空间》，观众可以静下心来，仿佛身临

其境于尧波创立的柴窑“歌乐烧”之中，感受陶土与情感的融合。一侧的木制书架上摆放着尧波

参与或撰写的书籍，供观众进一步地了解她对于陶的思考与实践。

本次特邀导览以费亦宁影像《春天》收尾。呼应展览反复探讨的陶艺与女性联结，作品重

构斯拉夫神话中冬之女神玛尔赞娜的命运：在虚拟世界中，她被重塑为拥有主体性的女巫形象，

拒绝以沉河献祭换取春天，选择在冰河独舞抗衡季节更迭。从“大母神”到“容器型技术”再到“自

然的回归”，观众被邀请加入这一场关于陶作为媒介在女性叙事间流转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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