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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日用化学方面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全面地研究它们，不是一本书或几个作者能够胜任的。
因此，本书虽名为《日用化学工程技术史》，但只选择了大漆、玻璃、盐糖酒醋三个方面的古代科学
技术作为探索研究的对象，并分别列为三个单独篇章。

第一编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漆器的起源；对其主要制造技术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如割漆、制漆、
制胎、髹饰、油漆并用等各个制造技术方面，都进行了探索研究。
以现存的文物、特别是出土文物为依据，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在对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漆器的主要制
造技术进行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基本上勾画出了中国古代漆器制造技术发生、发展的脉络，得出了“
楚国漆器是我国古代漆器生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的结论。

第二编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玻璃的起源；在战国时期就制造出了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铅
钡玻璃产品，以及钾玻璃、高铅玻璃等；中国古代玻璃主要是作为玉石的代用品而出现的，与其“色
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等原因一起，阻碍了中国古代玻璃生产的发展；在探索
西方玻璃生产技术对中国古代玻璃生产技术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玻璃之路”一说，将中国与西方
之间的文化交流，即“南方丝绸之路”的萌芽时间提早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

第三编的主要内容是以古代文献为主，参考相关的考古发现来考察盐糖酒醋生产技术的历史原貌。
对于古代池盐及海盐生产技术的细节、成熟的蔗糖制造技术、酿酒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关系、原始酿
酒技术源于人们对自然发酵过程的模仿、蒸馏酒在中国产出的时间及其技术背景等问题，都提出了一
些新的见解和认识。

《中国古代日用化学工程技术史》由后德俊和周嘉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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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大漆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的漆器——人类用漆的开始
  第二章  商及西周时期的漆器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
  第四章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一漆器生产从顶峰走向衰落
  第五章  唐宋时期的漆器
  第六章  元明清时期的漆器
  第七章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漆器
第二编  玻璃
  第一章  我国早期的玻璃
  第二章  汉魏六朝时期玻璃技术的发展
  第三章  隋唐及宋元时期的玻璃
  第四章  明清时期的玻璃
第三编  盐糖酒醋
  第一章  食盐
  第二章  食糖
  第三章  酒
  第四章  醋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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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战国时期漆工艺最发达的地区是楚国王世襄先生指出：漆工艺在“历史上的第一
次突飞猛进、兴盛繁荣”主要应是由楚国漆器的发展而显示出来的。
然而他又指出，考古发掘中楚国漆器出土的数量多有其特殊的原因。
是因为楚墓采用白膏泥密封木结构墓室的方法，对保存漆器极为有利，这也是我们从楚墓中见到大量
战国漆器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难免会给人一种感觉，即战国时期楚及受楚文化影响的地区漆工艺最发达，其次是巴蜀。
但这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
原因是楚墓之所以有大量漆器保存下来，和木椁外封白膏泥的墓葬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四川的荥经、青川战国秦墓，也是木椁外封白膏泥。
至于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原及北方，由于墓葬构造不同，对漆器保存不利，因此不能由于这些地区出
土漆器不多而得出漆工艺不发达的结论。
王先生将中原及北方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漆器数量不多的原因归结于这些墓葬中没有使用
白膏泥，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更不能否定“战国时期楚及受楚文化影响的
地区漆工艺最发达”的历史事实。
理由是：1.目前已经发掘出的商代、西周及春秋早期的漆制品，主要出土于中原及北方地区的墓葬。
这些早期的漆器都能在中原及北方地区保存到今天，如果战国时期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漆工艺确很发达
，漆器的数量一定很多，那么一定也会有较多的漆器保存到今天。
因为战国时期比商代和西周至少要晚300～1000多年。
对于同一地区来说，晚期的漆器应该比早期的漆器更容易保存下来。
在中原及北方地区发掘的战国时期中小型墓葬，特别是小型墓葬中很少发现有漆器或者漆器腐烂之后
的痕迹存在，与战国时期相当一部分小型楚墓中都有漆器，甚至是近十件漆制品陪葬的事实之间是存
在很大差距的。
所以，将战国时期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漆器数量少的原因归结于墓葬的结构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的。
楚国漆器能大量保存下来的首要原因是“战国时期楚及受楚文化影响的地区漆工艺最发达”，楚地生
产出了大量的漆器，这才是楚地中出土的漆器在数量和品种上都远远超过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根本原因
所在。
2.楚墓中陪葬的漆器，是否保存下来或保存程度的好坏主要与墓室的密封性有关。
而墓室的密封性，对于楚墓及西汉初年的墓葬来说，又与墓室的结构、填土的夯实程度、白膏泥的使
用（包括用量及使用方法等）、地下水的性质等有关系，其中地下水的性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笔者在《墓葬的密封性与文物的保存状态》一文中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讨论，仅仅只提白膏泥一项是
不全面的。
更为重要并需注意的是：采用白膏泥填塞在棺椁的周围是楚墓的一个重要特点，四川省荥经、青川等
地区出土漆器的墓葬也采用白膏泥密封，正好说明了这些墓葬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应该属于受
楚文化影响的墓葬之列。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日用化学工程技术史/中>>

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日用化学工程技术史》为“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
“九五”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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