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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明历史长卷:巧剜明月染春水(陶瓷卷)》内容简介：辉煌灿烂的中国古文明让我们如数家珍，
每一个领域的每一项成就都不同凡响，我们因此编写了这套“中华文明历史长卷”系列丛书。
《中华文明历史长卷:巧剜明月染春水(陶瓷卷)》作为这套丛书中的一卷，全面展示了“陶瓷”这一绚
烂的文明成果，既论述了各种陶器、瓷器的起源、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又介绍了相关烧造原理、装饰
工艺、款识等鉴别常识，并且特别梳理了陶瓷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帮助读者全
面了解陶瓷艺术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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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中华，男，1975年出生，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富兴趣，后长期从事文化类图书创作工作，在文学
与艺术领域涉猎尤多，已出版过多部相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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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例如黄河下游一带稍晚于龙山文化的先商陶器，这些陶器的质料虽然也是以泥质灰陶和夹
砂灰陶为主，但是素面磨光黑皮陶和夹砂棕陶的数量明显增多，常见的陶器形制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
陶器相比有明显的差别。
这些陶器特点以折沿或卷沿的平底器为主，三实足、三袋状足和圈足器比较少见。
这些陶器中常见的陶器形制包括：鼎、罐、甑、瓶和鬲等作为炊具用器，觚、带流壶和杯等作为饮用
器，豆和圈足盘等作为食器，较大的瓮、平底盆和陶缸作为人们储存水和粮食等的盛器，另外还有陶
制研磨器和器盖等。
这些陶器中的陶觑、陶鬲、平底盆和带流壶是比较常见的生活用具。
而在夏朝文化中这类器型却基本没有。
别的地区的陶器特征和夏文化的陶器相比也有所不同。
这些差异反映了夏代的陶器和周边其余地区其他氏族部落的陶器是有着各自的发展顺序和某些独特的
风格的。
 在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人们也曾经发现有白陶斝和白陶盉。
聋有椭圆形口，前有流，长颈内收，弧形鋬，袋状足，口部装饰锯齿纹和乳钉纹。
白陶盉为圆口，前面有管嘴，弧形錾，袋状足，錾面装饰刻有三角形纹。
 商代陶器 到了商代，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商代早期制陶手工业的发展，人们在
承继夏代烧制一般灰陶器和白陶器以外，陶器的品种较前明显增多，烧成温度和质量也有很大提高，
并且创制了中国目前已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又发明了使用含铁量更低、杂质含量更少的瓷土做原料和在瓷器表面施釉
装饰的新技术，创造性地生产出中国最早的最为原始的青釉瓷器。
原始青釉瓷器的创造和它的出现，是中国陶瓷手工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它为中国瓷器的生产和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代后期的文化遗址在中国的分布范围较前又有很大进步，其中仍然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分布较广而且密集，并且在东北部分地区也有一些青釉瓷器发现。
从商代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各地分布和出土遗存物品的质量数量来看，各种不同手工业内部的专业
分工较前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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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明历史长卷:巧剜明月染春水(陶瓷卷)》编辑推荐：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中国
的这方水土不但养育出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也开出了陶瓷这朵绚烂的花。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以拥有一件中国的瓷器为荣，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瓷器又屡屡刷新各大拍卖会成交
价纪录，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幽蓝神采——元青花大展”让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在寒风中排起了
长队⋯⋯陶瓷艺术的魅力何在？
不在那些天价的数字中，而在凝结的智慧和传承的文化里。
《中华文明历史长卷:巧剜明月染春水(陶瓷卷)》也许不能让你成为一位专家，但它能让你对祖国的文
明多几分了解，多几分骄傲。
你也许不能拥有一件国宝级瓷器，但你可以从《中华文明历史长卷:巧剜明月染春水(陶瓷卷)》中知道
它为什么能成为国宝！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巧剜明月染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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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