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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工艺美术史》以一个地区工艺美术的历史沿革为视角，以多元的、全面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
历史背景条件下看待山西工艺美术的形成，从不同的层面看待区域工艺文化的重要性，从各民族文化
的交流共融看待区域工艺文化的形成与互为补充，把工艺文化的发展视为有机的整体。
这是一个立论新颖的话题，它突出地展现了山西不同历史时期工艺技术的形成和大量优秀工艺美术作
品的产生要因，以及它们在中国工艺美术历史中所居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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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旧石器时代采用打制的方法制造石器，基本的石器打制方法：砸击法、碰砧法和
锤击法（图16）。
 在石器的制作和类型上，中国旧石器时代最为普遍的打制方法是锤击法。
匼河文化遗址中的石器大部分是采用锤击法，下川文化遗址中的有些石器也是使用锤击法，并同时采
用间接法加工（图17）。
在石器加工时采用两种方法加工，反映了新旧加工工艺的演变。
打制石器也是这个时期的文化标志。
 打制石器先是采用打击的方法，以后发展为“台面”的办法，能够人为加工石器刃口，使石器断面更
整齐，更加符合使用的要求。
有些石器工具还要进行钻孔，便于装柄，这样就产生了复合工具。
钻孔工艺技术的产生是石器时代技术的进步；运用管状工具进行石器的钻孔加工，它的工艺特点是孔
径直，加工快。
两面对钻的方法则是石器工艺的一种工艺技术的改进。
在石器的加工工艺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类渐渐地掌握了基本的美的形式法则，在石器的加工工
艺上，已经表现出了美的对称感。
这时的原始人类具有朴素的审美观和简单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打制石器材料的选择上，是分注意材料的硬度、形状和纹理的选择。
例如制作石斧、石锛的石材硬度很大，制作石镞的硬度则较小。
这些都是从实际用途出发，以提高工具的使用寿命。
石斧选用长形的石块，稍加打磨就可应用。
石刀是呈片状，所以多选用片页岩，更于剥离。
在形式上，注意材料的色泽和纹理的选择。
在制作上，应用对称法则，使制成的石器工具既实用又美观。
原始石器制作和形式的发展过程是：由不固定的形式进步为固定的，由不整齐的进步为整齐的，由非
对称的进步为对称的，由随意捡来的材料进步为特别采择的材料，都是经过悠久的岁月和在不断的劳
动生活中发生的。
石器的演进是适应着劳动的需要，反映了人的手的进步和思维能力的发展。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阶段出现了新的复合型工具。
发明了弓箭。
随着思维能力的发展，人类的双手变得更加灵巧。
能够制造更加精细的石器、角器和骨器等工具。
掌握了复杂的磨光和钻孔工艺技术，最重要的是掌握人工取火和控制火的技术。
在长期的采集和狩猎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为今后的社会发展和原始农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
“磨制、钻孔和镶嵌工艺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工艺技术上的飞跃，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反映了
黄河流域人类的聪明智慧，也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结晶。
”从此人类开始了原始的经济生产活动，社会形态进入了原始氏族公社阶段，产生了原始宗教。
人类怀着原始美的冲动和对美的形式的追求，制作出了装饰品、雕刻和绘画。
他们迈着坚定的脚步，带着旧石器时代的美感和对未来的憧憬，踏入新的时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西工艺美术史>>

编辑推荐

《山西工艺美术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西工艺美术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