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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放在将中国古代玉石雕刻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范畴，并从各个角度对其具有的雕塑艺术特
色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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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耀，陕西高陵人，1966年生于陕西西安，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先后获得美术学雕塑专
业学士、硕士学位，曾于2009年作为国家教育部公派访问学者在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行雕塑
艺术学习。
现为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从事雕塑艺术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学
会会员。

　　主要雕塑作品有：《英雄魂》、《迎红军》、《早晨》、《国际歌》分别人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
庆祝建军八十周年全国美展。
陕西省青年美展等，多件作品获一、三等奖并被收藏。
教学期间从多方面对中国传统雕塑艺术进行了大最的考察和研究工作。
撰写有专著《商周青铜器与青铜器雕塑艺术》，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科研三等奖，在各类专业期刊、
杂志发表论文、评论、随笔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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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石之美者谓之玉1.玉出美石与玉的概念人类生活的地球有着美丽的自然环境，大自然的力
量造就了海洋、山川、湖泊、河流、森林、草原和沙漠，不仅孕育了我们人类，也为我们的远古祖先
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材料，使他们的大脑与双手通过工具的制作使用与改进实现了质的飞越，淡化了野
性而走向文明，逐渐成为地球的主宰。
在自然世界存在的各种物质中，石块是人类最早作为工具使用的重要物质之一。
岩石是构成地壳的主要物质，分为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三大类。
自然界中的岩石由于存在的范围广，与其他物质相比既具有一定的硬度，又具有质脆易破碎的特性，
很早就被人类的祖先发现并用来制作最原始的工具以与恶劣的大自然环境相抗争，改善生存条件。
在东非奥杜威发现的地球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猿人，已经可以用石块打制石器，虽然这些石器非常简
陋、粗糙，但可以说明至少在200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利用石块这种材料了。
在由于利用制作石器作为主要劳动工具这一主要特征而被考古学上称作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广
阔的华夏大地上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早已开始利用石块制作生活生产工具。
云南元谋地区发现的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在其遗址中发现了十七件有人工初步打制加工痕迹的石
片、石核、尖状器和刮削器。
生活在东亚大陆腹地陕西蓝田的距今60~80万年的蓝田人，其打制石器的水平有所进步，制作了大量
的砍砸器和手斧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一件用砾石打制的尖状器，这件尖状器长17.5厘米，最宽处9厘
米，厚达6.5厘米，工具的形态非常明显。
闻名世界的北京人，生活时间大约距今40~50万年，这一时期人类对石块的利用更加频繁，不仅量大
而且选择石块种类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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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玉石雕刻艺术研究:玉韵》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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