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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等职业学校实用美术类专业教育部规划教材。
本书共分10章，包括绪论、史前时代的工艺美术、夏商春秋战国的工艺美术、秦汉的工艺美术、三国
两晋南北朝的工艺美术、隋唐五代的工艺美术、宋辽金西夏的工艺美术、元代的工艺美术、明代的工
艺美术以及清代的工艺美术。
书中按石器、陶瓷、竹木牙角、玉器、染织、金属、漆器等各种工艺门类划分为小节，全面系统地论
述了它们产生、发展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及其特征。
每章正文之后有概括性的结语和思考题。
　　本书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尽可能吸收了多年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物考古的最新发现和成
果，并且精选了大量的图片资料，便于读者学习和理解。
　　本书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实用美术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美术工作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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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发祥地区之一。
从170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建立夏代以前，一般称为史前时代，也就是考古学者所说的旧石器时代和
新石器时代。
我国最早的居民有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等，他们为了生存，同
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搏斗，并开始发明制造工具，以延伸和增强自己的牙齿和手、脚的能力。
劳动工具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开始，也是人类造型能力的开端。
最初人们从住地附近随便拣取石块，加以打击，使其一端现出薄刃，只要能够帮助撕开、割裂兽皮兽
肉就达到应用的目的；或者利用木头、动物骨头稍加修整就使用了。
这时的工具还没有固定的形态。
因时代久远，木器、骨器易于腐烂而难以保存下来，所以今天人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工具几乎全部为打
制石器，考古学上把这种打制的石器称为旧石器。
以旧石器为生产力代表的时期为旧石器时代。
正是在长期的打制石器的实践中，人们逐渐学会了选择那些既容易打制又比较耐用的石料，如砂岩、
角质岩、玛瑙等，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打击、压剥方法使石器更加合乎采集和狩猎的需要，有石片、石
核、尖状器、刮削器和砍砸器。
由此人们逐渐培养出造型的技能，萌发出审美观念。
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们便掌握了制造以对称三角形为基础轮廓的造型，还掌握了制造球体造型
和钻孔技术。
同时他们还发现，用打击石头的方法可以获取火种。
距今l万年前，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以使用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
在长期游移不定的采集、狩猎生活中，人们逐渐学会了一系列增加生产产品的办法，农业和畜牧业产
生了。
这时，人类有了较稳定的生活来源，开始制造日益丰富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美观的装饰品。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加工工艺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普遍应用了通体磨光、钻孔等技术，器形进一步
复杂化，随用途不同而设计出更加整齐、规则的工具造型，有些石斧、石凿、石锛等被装上木柄，变
成复合工具，以提高使用功能。
在制作这些实用工具时，原始人体会到了创造的愉快，锻炼和提高了审美能力。
例如，他们已运用曲线和直线的对比，注意到造型的对称和均衡的法则。
同时由石料的选择，又逐步注意到石材的纹理和色泽，认识了细腻坚硬、色泽莹润的“石之美者”—
—玉石，由此便产生了绵延7000年之久的玉器工艺。
新石器时代原始手工业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发明了陶器。
在此之前，人类对自然材料的加工只限于改变其外在形状，而制陶则是通过火的应用，使泥土改变其
内在性质的创举。
泥土的可塑性更有利于人们想象力的实现和艺术才能的发挥。
它的烧结性、不漏水、耐火烧等优良的特性曾使原始人的生存条件大为改观，炊煮、贮藏食物，汲水
、盛水都离不开它，陶器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
随着制陶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人们对陶器的造型要求越来越高，装饰也越来越美观，从最初粗糙
的红陶、灰陶，发展到质地光滑的细泥陶；从单纯的实用器皿，发展到器物表面出现印花、剔花，并
发展到画着绚丽花纹的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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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中等职业学校实用美术类专业教育部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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