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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物质文化领域，宋代文化形象的矛盾性突出地体现，于创新与复古兼济并行的双重性。
创新与复古结伴而行、兼济一身的特怕赋予了我国历史上这个文化的“古典”时期以双重的内涵——
与复古相系，它作为三代以迄汉唐之历史传统的复兴者，成为后代追寻“古典”文化范式的近晚来源
；与创造性相系，它所创立的制度、法式为物质文化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某种“新”古典的
范式来源。
于今而论，复古与创新、“古典 ”或“新”古典，这些语词正好触及到了当代器物设计所奋力追求却
往往难以企及的设计理想的某些主要方面。
这一点使得宋代物质文化格外焕发出一种迷人魅力，引导着研究者将探究的目光投向其历史经验验的
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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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官府手工业：　　在我国古代造物史中，作为成器活动主要载体的手工业历来存在着两种
基本形态，即官府手工业与民间手工业。
一般而论，这两种生产体系下的出品在艺术质量上往往有着天壤之别——官府手工业的出品在材料、
工艺、装饰、造型设计等方面均远远优胜于民间手工业的产品，代表着一个时代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
，成为一个时代的器物典范。
显而易见，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在生产目的以及可资源上的差别。
从现象层面看，官府手工业服务于字塔尖顶的上层社会，其生产组织过程可借助国家政治、经济力量
而拥有种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诸如采用品质优异的材料，网罗技艺卓然超群的工匠，实行严格的产品
质量检查制度。
并有国家财政做强大后盾而得以不计工本地追求技艺的完美表现等。
民间手工业则相形见绌，不仅在资源占有诸方面尽皆黯然失色，而且还长期受到抑制工、商二业的所
谓“抑末”政策的压制。
　　这种情形在宋代似乎有了明显的改观。
宋代手工业也保留着官府与民营双轨并行的格局，但是，精粹产品为官府手工业所垄断的局面在相当
程度上被打破了。
民间手工业的出品不仅展现出一幅精彩纷呈、美不胜收的繁盛发展景象，其超越于官府制造、独领时
代风气之先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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