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陶器鉴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古代陶器鉴定>>

13位ISBN编号：9787535631060

10位ISBN编号：7535631061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湖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姚江波

页数：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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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陶器鉴定>>

前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些文明被真实地记录在
了人类智慧的载体陶器之上。
关于陶器的产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
终把人同动物分开⋯⋯火的应用，使以后的各种工具品类，例如制陶、冶金等的发明成为可能。
”我国使用火的历史十分久远，众所周知，距今50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已经会使用火。
当然，陶器的产生还要有许多因素，如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类型的不同或改变，都会影响陶器的产
生及产生时间。
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表明：“经济文化类型决定（或规定）着物质文化的方向。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
02．1，第1 65页）所以说只有在诸多因素都具备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会产生陶器，这样看来，陶器的发
明绝不是人类的一次偶然，而是人类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新石器时代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基本上都发明了陶器，“如西亚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的中石器时
代至新石器时代的穆赖拜特遗址（Teu Mureybet）出土了5件低温烧制陶器，其中4件属于穆赖拜特初
期，年代约公元前八千年初”（张浦生：《青花瓷器鉴定》，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10，第1 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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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不同的时代，由于人们需要的不同，陶器制作在造型、做工、纹饰、胎质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
而当这些陶器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辨别其时代与真伪，评价它的价值，而鉴定的依
据无疑是历代陶器特征差异，本书就是要引导读者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以期使读者能够真正地理解古
陶器文明中的精髓，能够独立地对古陶器进行鉴定，以及价值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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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古陶器鉴定　　古陶器鉴定贯穿于中国古代各个历　背景中。
大背景之史时期，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器物种类灿若星辰，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
时代跨度大、种类丰富、装饰复杂等诸多特点，但陶器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
烙印，与同时代的青铜器、玉器，特别是瓷器等诸多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我们在鉴定时还要
注意进行相互之间的借鉴，将多种鉴定方法融于一体。
下面来看古陶器鉴定的一些具体步骤：　　1．看造型　　2．看胎质　　3．看纹筛　　4．看釉质　
　5．看颜色　　6．凭手感　　7．听声音　　8．看款识　　9．看工艺　　10．看标准器　　以上就
是古陶器鉴定中要掌握的一些要点，在使用时要将它们融会贯通，综合运用。
另外，古陶器的鉴定和古瓷器、古玉器都有相似之处，在鉴定时应互相借鉴，主要应遵守以下几点：
　　第一，因为古陶器会或多或少地携带其时代的特征（图8），所以，在鉴定时，必须熟悉各个历
史时期的时代大背景，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从宏观上来判断古陶器的真伪（图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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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些文明被真实地记录在
了人类智慧的载体陶器之上。
关于陶器的产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
人同动物分开；；火的应用，使以后的各种工具品类，例如制陶、冶金等的发明成为可能。
我国使用火的历史分久远，众所周知，距今50万年的北京由顶洞人已经会使用火。
当然，陶器的产生还要有许多因索，如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类型的不同或改变，都会影响陶器的产
生及产生时问，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表明：经济文化类型决定或规定一着物质文化的方向。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65页所以说只有诸多因素都具备的条件下才会有
可能会产生陶器，这样看来，陶器的发明绝不是人类的一次偶然，而是人类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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