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陶瓷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陶瓷美学>>

13位ISBN编号：9787805886312

10位ISBN编号：7805886318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作者：程金城

页数：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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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陶瓷美学>>

前言

时光如梭，韶华易逝，结集“文存”，颇有些对自己人生盘点的味道——虽然还不是时候。
这里集中刊出的是我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主要写作成果。
已经出版过的，都还有些积极反响，这次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从未出版过的，酝酿时间很久，算是
新作。
其所以有勇气拿出来，是觉得这些选题尚有意义。
《中国20世纪文学价值论》是从1985年在西北师范大学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时就开始做的课
题，时断时续，延续了20多年，其研究范围的延伸后来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
主要探讨中国文学价值体系重建，意在从价值论的角度对这个世纪文学作宏观整体的思考和深度剖析
，解释文学现象背后人的主观动机和价值追求。
但这种研究却似乎犯了后现代主义的大忌，其论点在今天好像有隔世之感。
然而，窃以为价值问题是文学创作和研究不能绕过的命题，现在非但不过时，反倒值得特别关注，有
待于继续深入探讨。
《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论》是同一时期对文学思潮的宏观探讨，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是对文学思潮中的重要问题的研究，试图突破对思潮一般勾勒的研究模式，探讨的是历史责任与
生命本真的对峙、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消长、价值与真理的冲突、生命过程解释与历史变迁叙事、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影响、人类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等等这样一些文学思潮中的深层问题；下篇是对
中国表现主义文艺思潮的探讨，在与徐行言教授合著的《表现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发表过，可
以看作是对具体思潮的个案研究。
《原型批判与重释》和《中国文学原型论》，是1992年读文艺学博士前后的成果。
它们原是博士学位论文的两个部分，但在答辩后，有专家建议将理论部分单独分出，后经重写成书出
版，命之为《原型批判与重释》。
顾名思义，一为原型理论批判，辨析有关疑点难点；一为重新阐释，发表自己的看法，力图具有原创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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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陶瓷美学》以史论结合，点面结合，实证与分析结合的方法，从艺术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考
察和论述中国陶瓷及其价值，勾勒中国陶瓷艺术演变轨迹，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陶瓷与华夏文明，作为
艺术品的陶瓷，中国陶瓷发生发展，中国陶瓷造型，中国陶瓷纹饰，中国陶瓷与中国艺术精神等。
该书在吸收前人价值进行了理论分析，既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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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的生存发展与陶瓷息息相关，日常生活中到处是陶瓷的身影。
从古到今，还没有一种人工制造的器物像陶瓷那样与人类构成如此广泛而密切的关系。
陶瓷古老而又年轻。
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就已出现，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成果之一，是远古先民富有
创造性的见证；而瓷器率先在中国的商代已经萌芽，在汉代则已成熟。
说陶瓷年轻，是因为直到今天她还与我们朝夕相处，还不断地花样翻新，丰富和美化着我们的物质和
精神生活，给我们以特殊的艺术享受。
——似乎没有一样器物有如此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陶瓷高雅而又朴素。
它被陈设在博物馆里，安置于大雅之堂，它是那样富于美的气质，卓尔不群；但它又是最通俗的，朴
素到日常生活处处可见，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它。
——还没有哪种器物竟然把高雅与通俗结合得如此和谐自然。
陶瓷“卑贱”而又高贵。
普通陶瓷联系着普通人的生存，自古以来它就与人的吃喝拉撒等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发生着联系，它价
廉到几乎人人可以拥有；但是陶瓷珍品却价值连城，甚至是无价之宝，以至其赝品、仿制品屡禁不止
。
——似乎也没有同一类器物在高贵与卑贱之间形成如此大的反差。
陶瓷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
人类依照自己的需要，任意捏塑和把玩手中的泥土，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陶瓷来制作，以满足自己
不断发展的需要。
人类不仅仅满足于陶瓷的实用价值，还把它作为审美对象，作为装饰陈设品，在陶瓷艺术品中积淀着
美学情趣，在陶瓷工艺中淋漓尽致地发挥着艺术想象性和创造性。
陶瓷以它无可代替的风姿和品格在艺术园地里占有一席之地，并沟通着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联系。
——似乎也没有一样器物将实用与审美融合得如此完美。
陶瓷在时间的维度上联系着远古与现在，在空间维度上沟通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人们的共同情趣和
审美心理，它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语”。
陶瓷甚至沟通着现世与来世，人间与阴间。
陶器中的明器（即冥器）似乎告诉人们，陶瓷对人而言，不仅与“生”俱来，而且与“死”相存，陶
瓷于是有了超现实的象征意义。
陶瓷作为集实用与艺术于一体的特殊物品，作为审美对象，它以独特方式提供了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的特殊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了材料、工艺、技术等等物质生产方面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人的精神、文化
方面的信息，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有着审美情趣、时代风尚在其中的融铸。
陶瓷是“五行”之艺，金、木、水、火、土，缺一不能制成精美的陶瓷品。
陶瓷不是中国独有的器物，但在世界上，中国是较早发明了陶器又最早发明了瓷器的国度，是最充分
地发展了陶瓷艺术的国度。
所以，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之源的回溯，不能离开对中国陶瓷的重新观照。
中国是陶瓷王国，中国也将陶瓷推进了艺术的王国。
陶瓷艺术，如诗，如画，如美酒，如窈窕淑女风姿绰约；类玉，类银，类冰雪，类青山翠峰清气挺拔
⋯⋯中国陶瓷给人的艺术品味和审美感受是难以言说的，更是难以言尽的。
让我们打开陶瓷艺术之门，去接近她，去领略她的百态千姿，万般风情，她的美感会使你流连忘返⋯
⋯陶瓷美是典型的形式美。
它通过塑造特殊的形象，以具体的形式体现美学蕴含和审美意识，它通过特殊的材料和技艺手段使人
对美的追求物态化，通过特殊的载体和语言使之呈现出来，成为观赏和品评的对象。
陶瓷艺术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这就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造型与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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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造型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陶瓷装饰的姹紫嫣红、五彩缤纷，作为审美意识的物化语言，其所
具有的丰富的表达能力，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也是极为出色的。
我们对陶瓷艺术的欣赏，首先要找到这种特殊的语言和特殊的创作、表达方式，发现这种表达中所独
具的美学精神和韵味。
揭示陶瓷艺术独特的表达语言和审美韵味，发掘陶瓷审美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生实践，在促进人类达到
自由境界过程中的独特功能，是陶瓷美学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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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陶瓷美学》：中国文化精神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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