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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艺美术由于和人类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我国各种美术形式中是最早出现的，历史也
最为悠久。
　　在我国古代工艺美术漫长而璀璨的星河中，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的吴地工艺美术闪烁着十分耀眼
的光芒。
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吴地工艺美术，以其齐全的门类、繁多的品种、独特的风格以及灵巧精致的制作工
艺、秀丽典雅的审美气质，在全国占有突出的位置。
　　明清时候的吴地作为东南沿海富饶之邦，加之十分活跃的海上贸易，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
繁荣的经济推动了吴地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工艺美术从业人员文化艺术素质的提高，使吴地工艺美
术具备了我国最早的工艺专著《考工记》中所提出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四者然
后可以为良”的优越条件，成为全国的工艺美术创作、生产制作和销售的重要地区。
在众多的工艺美术门类中，苏绣、缂丝、云锦、宋锦等是江南丝织之乡的著名特产，朝廷特意在苏州
、南京设织造署作为政府专业管理的机构，来负责监制朝廷用品之织绣等事项。
在清乾隆年间，苏州还被称为“绣市”，有“衣被天下”的赞誉。
明代吴地的玉石雕刻，即所谓的“苏琢”，也是一个十分响亮的地域品牌。
而吴地装裱书画的技艺堪称是“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的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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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古代工艺美术漫长而璀璨的星河中，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的吴地工艺美术闪烁着十分耀眼
的光芒。
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吴地工艺美术，以其齐全的门类、繁多的品种、独特的风格以及灵巧精致的制作工
艺、秀丽典雅的审美气质，在全国占有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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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山温水软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使吴地成为一个经济生活较为富裕的鱼米之乡。
经济的富足推动了精神文化的生长，浓郁醇厚的吴地文化不但滋润了吴地人的生活情调，同时也催生
了工艺美术之花在这块沃土上盛开怒放。
　　吴地原为文身断发的“荆蛮”之地。
春秋时的吴人，好用刀剑，崇武轻死。
直至六朝时还多斗将战士，民风十分强悍。
魏晋时期，北方战乱，大批文人迁徙江南地区，受其影响，吴人开始从尚武开始转向雅训。
至北宋，吴县人范仲淹在苏州创办府学，彰显读书风气，“养士至百员，亦有自他郡至者”，奠定了
吴地重教的基础，社会风尚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时间，歌咏之声、礼仪之俗蔓延吴中大地。
在盛行科举的时代，吴地产生的状元之多，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科举出身的官宦文人不知其数，而那些名落孙山、穷经皓首的文人则更数不胜数。
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街坊，散落在乡镇村间，既是文化的受众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在某种意义上
说，他们更是民间工艺美术兴旺发达的社会基础。
　　在工艺美术创造性的活动中，那些身怀绝技又有文化艺术修养的能工巧匠应该是其中的主体，没
有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就没有精美的工艺品。
然而明清吴地工艺美术的发达在更大程度上与当时工艺美术品供文人使用、观赏、收藏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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