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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仰韶彩陶文化开始，以朝代沿革为纵线，从史前写到民国，展示中国陶瓷的发生发展历程
，着重介绍各时期陶瓷的主要瓷窑、种类、造型、技法、装饰艺术和承继关系。
在瓷窑方面，特别对历史上的名窑如定、汝、官、哥、钧、耀州、磁州、景德镇、越、龙泉、宜兴、
德化、石湾等做了重点介绍，还揭示了明代后官窑和民窑的主要贡献；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彩陶、黑陶
、白瓷、青花中的釉里红、釉下彩、斗彩、五彩、珐琅彩以及紫砂陶等著名的陶瓷文化。
旨在为陶瓷生产一线的企业家、想研究陶瓷文化的学者、陶瓷艺术品收藏者以及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提供一套较为系统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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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骆文亮，男，1953年生。
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学习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班。
早年任过重点高中校长，后从事工艺美术史教学二十年，现任闽江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出版《碧亭
亭的鲜荷》。
发表文学作品四十多篇（首）；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出版《碧亭亭的辞荷》（主编）、《文学习作指
导辞典》（副主编）、《漆艺?脱胎技艺》等著作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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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于人类的起源，东西方自古便有截然不同的传说。
西方多以古希腊神话为据，如开天辟地、神的产生和谱系以及人类起源等，基本上是神造世界、神造
人类。
而东方的中国，虽然也有古代神话，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等，但毕竟含有神的人化成分较多。
比如对人用“火”的神话传说，古希腊就认为是普罗米修斯把天上的火盗来交给人类，从而触怒宙斯
，把他钉在了高加索山上，每天让恶魔去啄吃他的心脏。
这是古希腊人对于原始社会中火的发明的艰苦过程的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
而中国则传说了燧人钻木取火的故事，这就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客观实际较为相符。
今天在我国的一些著名旅游景区，还开发了“钻木取火”的节目，让今人通过此项活动与远古先人对
话沟通。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经济困难与物质匮乏，不少农民买不起火柴和打火机，还采用了打火石取火
的方式。
这说明了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神教人用火还是人类在实践中学会用火，火对于人类的生存、
发展都是重要的。
 之后，有了西方的达尔文撰《原人论》，赫胥黎写《化中人位论》、黑格尔著《人类发生学》，东方
的老子、庄子、列子等的著书立说，都肯定了人类不断进化的事实。
是“火”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困境，并逐步地会用火“制造”出生活用具、劳动工具，便有了陶
器、青铜器、铁器的相继创造，便有了“文明”的产生。
 第二节　史前的年代划分 史前，指的是用文字记载历史事件之前的历史，大约是在夏朝以前，有的
学者认为，就是洪水以前。
传说夏朝历史，是在夏鼎中用金文记录下来，但是，夏鼎沉人泗水之后，即使秦始皇命令千人访求，
也未能找到。
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夏朝大约是在公元前2033年建立的。
在这之前可称之为史前。
也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
 考古学界将这分为：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
 其年代划分大致为：距今一万年至约180万年间为旧石器时代； 夏朝建立时至距今一万年之间为新石
器时代。
 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人类的历史可以溯到400万年以前，那是一个宇宙洪荒的人类幼年时期，考古
学称之为石器时代。
最初是以打制石器为文化标志的旧石器时代，随之发展为以磨制石器、陶器为文化标志的新石器时代
。
中国大约在180万年前后进入旧石器时代，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
 简言之，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主要文化标志；新石器时代以运用磨制石器和发明陶器为主要文化
标志。
 恩格斯：人类野銮时代的初期阶段是“从陶器的应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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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陶瓷文化史》详细阐述了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
陶瓷既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合体；既是一种工艺美术，更是一种璀灿的
民众文化；既是制造业，也是文化产业。
笔者数十年的文化积淀与研究成果，均溶入书中化为文字，旨在为陶瓷爱好者、从业者提供参考与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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