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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它丰富的内涵，不仪充分表现出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统一性，而且有着非常明显的多民族特点。
中华文化的统—性，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即使是在多次的政治纷乱、社会动荡中，都未曾被分
裂和瓦解过；它的民族性则表现在中国广袤疆域上所形成的多元化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而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华文化又吸收了许多外来的优秀文化。
它的辉煌体现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里，它的魅力体现在中医、饮食、民俗、建筑中。
数千年来，它不仅滋养着炎黄子孙，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许多国家兴起了学汉语热，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也以每年近万人的速度递增。
近年来，一些国家还相继举办了“中国文化节”，更多的外国朋友愿意了解、认识古老而又现代的中
国。
    为了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我们策划、编撰了这套
“中华文化丛书”(外文版名称为“龙文化：走近中国”)。
整套丛书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西班习二文，向中外读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在来自不同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的笔下，这些绚丽的中华文化元素得到了更细腻、更生动、更详
尽、更有趣的诠释。
    整套丛书共分36册，从《华夏文明五千年》述说中国悠久的历史开始，通过《孔子》、《孙子的战
争智慧》、《中国古代哲学》、《科举与书院》、《中国佛教与道教》，阐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不
同基因与思想、哲学发展的脉络。
通过《中国神话与传说》、《汉字与书法艺术》、    《古典小说》、《古代诗歌》、《京剧的魅力》
，品味中国文学从远古走来一路闪烁的艺术与光芒；通过《中国绘画》、《中国陶瓷》、《玉石珍宝
》、《多彩服饰》、《中国古钱币》，展示中国古代艺术的绚烂与多姿；通过《长城》、《古民居》
、《古典园林》、《寺·塔·亭》、《中国古桥》，回眸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璀璨与辉煌；通过《民
俗风韵》、《中国姓氏文化》、《中国家族文化》、《玩具与民间工艺》、《中华节日》，追溯中国
传统礼仪、民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通过《中医中药》、《神奇的中医外治》、《中华养生》、《中
医针灸》，领略中国传统医学的博大与精深；通过《中国酒文化》、《中华茶道》、《中国功夫》、
《饮食与文化》，解读中国人“治未病”的思想与延年益寿的养生方法；通过《发明与发现》、《中
外文化交流》，介绍中国科技发展的渊源与国际交流合作之路。
    这套丛书真实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作者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在不长的篇幅内，图文并茂
地讲述了丰富的历史、故事、传说、趣闻，突出知识性、可读性和趣味性，兼顾多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很适合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的中外大众读者阅读。
    参加本套丛书外文版翻译工作的人士，大都是多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校译者多为各国的相关
学者。
在本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这些热心参与本项工作的中外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本套丛书由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中国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
2009年9月，中国将作为主宾国，参加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国际书展。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份凝聚着中国出版人心血的厚重礼物能够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卢祥之    200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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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陶瓷》是“中华文化丛书”系列中的一册。
《中国陶瓷》包括了这是一个怎样的青花；罐，为什么值天价；是谁发现了元青花；许多不解之谜；
明代——青花瓷的高潮；御窑厂浮出水面；绚丽迷人的粉彩瓷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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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中国陶器的起源定居的生活从土器开始火的熟练使用陶器与考古人和动物的故事——来自黄河流
域的文明大地湾彩陶光彩照人的仰韶文化彩陶高贵神奇的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与瑞典人
安特生盛开在新石器时代的花朵——长江流域的陶器河姆渡遗址的重大发现“鱼米之乡”中的马家浜
神秘而精美的良渚文化瓷器的萌芽——商、周陶器向瓷器飞跃——白陶原始青瓷的姊妹——印纹硬陶
秦始皇和他的兵马俑们打井打出奇迹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地下的皇家军队汉代陶器——走向巅
峰中国第一座地下遗址博物馆个性与写意秦俑与汉俑盛唐的舞蹈——唐三彩盛世气象映三彩三彩的迷
人风韵其他功能的唐三彩脱胎换骨——瓷器的起源原始青瓷——在陶与瓷之间原料选用成型工艺不断
进步瓷器的童年与少年“南青”与“北白”——唐代瓷器绕不过去的隋朝盛唐气象“南青”越窑翠如
玉“北白”邢窑白如雪诗意盎然长沙窑花瓷鲁山窑“瓷器之路”的起点再现宋人精致生活——宋代瓷
器南海一号——中国最具价值的沉船宋代——个空前绝后的朝代神秘的汝窑体现皇权威仪的官窑传说
中的哥窑玫瑰般艳丽的钧窑活泼新颖的民窑瓷器龙泉青瓷——雪拉同建窑兔毫盏灿若繁星吉州窑挥洒
自如磁州窑如梦如幻的元青花一次惊心动魄的拍卖这是一个怎样的青花罐，为什么值天价是谁发现了
元青花许多不解之谜明代——青花瓷的高潮御窑厂浮出水面官窑一统天下斗彩值万金民窑青花生动活
泼有声有色的龙泉窑与德化窑绚丽多彩的清代瓷器“碗礁一号”在诉说绚丽多彩的清代瓷器不一样的
窑火，不一样的瓷器画在瓷上，人在瓷里绚丽迷人的粉彩瓷最高贵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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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用泥土制陶是全球共同的创造。
陶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人和一般动物的区别，在于能制作工具和使用工具。
在漫长的石器时代，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人类在不断地改进工具，从石击石粗略打制的旧石器到能够
进一步打制石镰、石斧等难度较大的石器，进而又采用了磨制的方法，制成了形状端正、表面光滑、
精细锐利的新石器。
随着弓箭的发明和石球的应用，人类生活的领域更加扩大了，不再完全依靠自然界的赐予，而是可以
按照自己的意图去进行生产，取得所需的生活资料。
这为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的出现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中华先民们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逐渐认识到幼小的动物可以饲养，不仅长得快，繁殖多，而且远
比猎取可靠，这就是原始畜牧业的开始。
同样，先民们在长期采集野生植物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落地的种子，能够发芽、生长，经过试种，
能生长出更多的食物，于是原始农业就产生了。
人类就不再过着到处为家的流浪生活而开始定居下来，陶器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变革中产生出来的。
随着农业的发展以及定居生活的需要，制陶就很快地发展起来。
考古资料证明，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
陶器出现以后，叉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稳定。
    石器和陶器尽管都是原始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但石器只不过是从一种自然的形状改变成
另一种人为的形状而已。
陶器却不同，它要将黏土按照人们的需要制成一定的形状，再经火烧而变成陶器。
所以说，陶器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为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也是人类通
过劳动改变天然物的一个重要开端。
    原料与烧成是陶器形成的二要素。
    原始社会人们对于制陶原料——黏土经火烧后可以成为陶器的知识，是经过了从认识到实践，再从
实践到认识的反复过程。
在陶器未出现以前，篮子是盛放搬运果实的万能工具。
当人们用它去汲水时，发现篮子是会漏水的。
可想而知，原始人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得到一种能够盛水和煮食物之用的容器了。
当发现雨后的地面小坑内的积水现象，他们就把盛满积水的小土坯挖出来放在篮子内，以达到不漏水
的目的。
这种容器一旦放在阳光下晒干后，就自然地成为土器了。
当然，这种土制的容器，很容易破碎，又只能用来盛放干的食物，还不能用它来盛水和煮食物。
但是土器的出现，表明人们对制陶原料——黏土的性能有了初步的认识，为陶器的出现迈出了第一步
。
    陶器的产生，从工艺发展上来说，可能有一个从不烧到烧，也就是说从土器到陶器的发展过程。
正因为这种没有经过火烧的土器在漫长的岁月里不可能保留下来，所以没有得到考古学资料的证实。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
大约在170万年前至70万年前的中国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黏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
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明了陶器。
    火，早在旧石器时代，就被人们所认识和利用。
人类从对野火的了解、控制，一直到人工摩擦取火，不仅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还使人类在
改造自然方面获得了新的斗争手段。
火，使人类开始了熟食；火，给人以温暖和光明。
人们在学会使用火后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的新鲜事物面前，发现了火坑内经过火烧后的土块变得更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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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黏土制作的容器再经火烧会与土块一样变得更加坚硬，于是，将使用的土器放人火中焙烧，
从此一种更加耐用，可以盛水或煮食物用的容器——陶器便出现了。
人类自从开始利用火以后，历史上所有重大的科学发明，几乎都是与火分不开的。
陶器的发明，就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一个。
    从古代陶器的造型上看，最初的陶器多模仿某些器物，如根据篮筐制成的陶盆、陶罐以及仿葫芦做
成的陶瓶等等。
从制法上看，最初的陶器都是手制和模制的，有以篮子为外模、在内部涂泥制坯和以篮子为内模、在
外面涂泥两种成型方法。
因此，{在最早的陶器外面，都留有考古学者称之为“篮纹”的工艺痕迹。
再从烧造上看，最初的陶器烧成温度是很低的，从而可以了解到开始烧陶不会是在窑内烧成的。
在陶窑没有出现以前，陶器可能就是放在平地上铺的木柴、草秸上烧的，所以陶器烧成的温度很低。
云南傣族在1950年以前，还保留着平地堆烧的原始烧制方法。
后来为了提高它的烧造温度，就逐渐发明了专门为烧陶用的陶窑。
    从土器到陶器，是人类利用火生产出的一种新物质，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大成果。
    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
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
欧洲已发现两三万年前的陶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考古学家就开始不断地在南方地区发现年代在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陶
器遗存。
科学考察证实，大约距今15000年，在中国南方可能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9000年左右大致完成
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
距今大约15000—9000年间，可以定为中国陶器的试验和起源阶段。
距今8000～9000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获得了一次空前
的推广和提高机会。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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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编者策划、编撰了这套“
中华文化丛书”。
整套丛书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西班习二文，向中外读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这本《中国陶瓷》(作者陈锦)是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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