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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扇子在中国的历史源流很长，品类繁多。
明清之际，折扇因其收叠自如，携带方便，扇面书画、扇骨雕琢，集器用与审美于一体，迅速流行，
并取代执扇成为主要的样式，成为文人雅士的宠物，出入怀袖之间，有“怀袖雅物”的别号。
　　折扇的出现，相比我国其他扇种，时间较晚，而且其来源众说不一。
比较主要的说法有两个：一是认为折扇是由汉、晋年间劳作的人为了干活时便于收拢携带，休息时随
意开启乘凉而设计的“腰扇”发展而来；二是更为确切的认为，折扇11世纪由日本、朝鲜传入，北宋
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高丽国条”记载：“彼（指高丽图）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卖物
，其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沙滩暨莲荷、花木、水禽之类，点
缀精巧⋯⋯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
“这一记载为折叠扇源于倭国（即日本）后由高丽国传入我国提供了文献依据。
然而从11世纪，一进到15世纪初的300年间，折扇并没有广泛地传播，只有少数文人和富家子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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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扇子在中国的历史源流很长，品类繁多。
明清之际，折扇因其收叠自如，携带方便，扇面书画、扇骨雕琢，集器用与审美于一体，迅速流行，
并取代纨扇成为主要的样式，成为文人雅士的宠物，出入怀袖之间，有“怀袖雅物”的别号。
    折扇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扇子本身制作愈发精良，名家辈出，已形成一门独特的工艺，又有了扇
袋、扇坠和扇盒等附属的工艺品，更因扇面成为了特有的艺术介质，以至书画家无不在这方寸之间一
逞毫墨。
一柄折扇融合了书法、绘画、装裱、雕刻、编结、镶嵌、髹漆等多种艺术，最终成为中国艺术遗产之
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本书图文并茂，全书有每一把扇子的各个视角的图片附上，并以中英文的形式，或书法或山水画或
题词或雕刻等出处介绍，书后附收藏与鉴赏的小常识。
这是一本非常适合于扇子研究者和收藏家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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