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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
本书从饮食习惯中的筷子和刀叉入手，研究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包括有：筷子文化——人文精神
突出的文化；手指文化——宗教精神突出的文化；刀叉文化——科技精神突出的文化三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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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德贵，1945年7月25日生，山东招远人。
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巴哈伊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季羡林研究所
副所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学会理事。
曾任《文史哲》主编、《孔子研究》主编。
1970年3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1982年研究生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
获哲学硕士学位。
先后在科威特、埃及、美国、瑞士、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
亚、利比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澳门进行访问研究、工作和参加学术活动。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巴哈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和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教育部
“九五”、“十五”规划宗教学科评审组专家，华夏文化促进会理事，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专家组成
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教育家协
会理事，香港国际教育中心顾问，台湾儒学青年会顾问等。
199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社会科学突出贡献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选拔为山东省专业技术
拔尖人才。
主要学术著作：《十大思想家》（合著）、《秦汉齐学》（合著）、《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共5
卷，副主编，任其中《西亚北非卷》、《犹太卷》主编）、《阿拉伯哲学史》、《沙漠里的沉思——
阿拉伯人的哲学与宗教》、《修身之道》、《季羡林传》（山西古籍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两个版本）
、《阿拉伯近现代哲学》（主编）、《东方思想宝库》（主编之一）、《儒学大词典》（副主编）、
《世界哲学家词典》（副主编）、《道统文化新编》（合著）、《中国哲学流行曲》、《当代伊斯兰
阿拉伯哲学研究》（主编）、《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及其修订本、《当代东方儒学》（合作主编
）、《择善而从——季羡林师友录》、《东方学人季羡林》、《季羡林写真》、《真情季羡林》、《
五大家说儒》、《中国和平论》、《季羡林之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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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  （一）世界文化的体系  （二）筷子文化圈属于合一自然派  （三）手指文化圈属于亲证自然派  
（四）刀叉文化圈属于分割自然派  （五）三大派有必要互补一、筷子文化——人文精神突出的文化  
（一）中国地域文化的分野：以齐鲁文化为例  （二）“三大发明”、“四大发明”和更多发明  （三
）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  （四）茶叶与茶道  （五）“煞割令”与“中国雪”  （六）中国佛与印度佛  
（七）东方儒学的共同价值观二、手指文化——宗教精神突出的文化  （一）伊斯兰阿拉伯文化  （二
）波斯文化  （三）印度文化  （四）东方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三、刀叉文化——科技精神突出的文化  （
一）希腊与罗马的文化传统  （二）基督教为什么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  （三）西方分析思维条件下形
成的哲学和科学  （四）中国画与西洋画结论：东西方文化的最终超越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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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丝绸和陶瓷是筷子文化贡献给世界的礼物。
中国人最早发明了瓷器，有悠久的瓷器文化和高超工艺，瓷器的英文字是china，“瓷器”（china）已
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五代的青瓷、白瓷，宋代的青白瓷，元代的青花瓷、卵白瓷、釉里红，明代的青花瓷、五彩瓷、斗彩
、各类颜色釉瓷，以及清代的精品陶瓷都是中国瓷器的佼佼者。
唐代柳宗元就写有《代人进瓷器状》；宋代蒋祁写有《陶记》；明代王宗沐写有《江西省大志·陶书
》，宋应星写有《天工开物?陶埏》；清代佚名作者有《南窑笔记》，唐英有《陶治图编次》，朱琰著
《陶说》，蓝浦、郑廷桂著《景德镇陶录》。
这些都是瓷器史的早期著作。
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就出现了早期瓷器，但是那时候烧制工艺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
，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一般被称为“原始瓷”。
原始瓷是陶器向瓷器过渡的产物，与陶器相比，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
。
瓷器研究专家介绍，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
以浙江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达到高度成熟。
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
宋代名瓷名窑遍及大半个中国，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
瓷都景德镇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
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
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
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
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
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
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人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
是釉上彩。
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
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
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在很多中国典籍中，经常用青白瓷器或者青花白瓷作为中国瓷器的代表。
宋赵汝适《诸蕃志》、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明费信《星槎胜览》等都有“青白瓷器”，指四种瓷
器：影青、青瓷、白瓷、青花瓷。
明朝弘治年间李东阳的《大明会典》记载外销瓷价格“青花白瓷盘，每个五百贯，碗三百贯，瓶五百
贯”《大明会典》第一百一十三卷）。
元青花最贵，明朝宣德、成化和永乐青花瓷都很贵，因为青花多以中东地区进口的苏麻漓青钻料为主
，瓷胎质骨如玉。
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到欧洲，在罗马告诉意大利人说：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质量之好，欧洲人是无法想象
的漂亮，而且物美价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瓷器制造术作为一种专利，后来也不断被外国引进。
中国瓷器的外传和外销形成了“陶瓷之路”。
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陶瓷之路的说法。
他认为陶瓷之路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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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
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等。
陶瓷之路，也有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其起点在中国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
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
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的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此即丝
绸之路和陶瓷之路。
三上次男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进行考古发掘，意外发现
中国陶瓷。
后来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
丝绸与瓷器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
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文明的象征，其意义超越了可用、可穿之物的概念，向世人传达的一种信息，是
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陶瓷之路和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他先后七次沿此商路到中国，著三卷本《中
国》一书。
其后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瑞典斯文赫定等人也沿此路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开始实施“丝绸之路考察十年规划”，确定的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
的综合考察”，从世界范围内奠定了此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公认的说法是，丝绸之路起始于西汉，从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
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
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实际上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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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筷子 手指和刀叉:从饮食习惯看文化差异》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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