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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名词、起源与分类在古代，工艺美术就是含有艺术价值的手工制品。
其生产形态，等同于手工业，其文化形态，则属于造型艺术。
“工艺美术”是个后起的语词，在中国的历史尚不足百年。
语词虽晚，但它涵盖的若干门类却是最早的艺术创造。
在中国，纵使不把更早的饰品包罗在内，也大约能上溯到8000年前，由此开始的4000年是中国的新石
器时代，它的基本特征除石质工具的磨制外，还包括制陶和纺织的出现。
织物易腐难存，但玉石器和陶器则展现了先民卓越的艺术才华。
鉴于年代往往不明的岩画的存在，如今已很难认定工艺美术孕育了美术，但仍然可以确信，在中国的
原始社会，工艺美术比美术更成熟、更辉煌，原始的绘画和雕塑也常常附丽于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是什么？
对此，还有似明若晦的争议。
依照不会引出异说的理解，可以根据材质，把工艺美术粗分为织物、陶瓷、玉石、金属、漆木及竹牙
角玻璃等六类。
这样，就能明白看出，其主体是蕴涵艺术价值的日用品，此外，还有欣赏品，欣赏品现在又通称“特
种工艺美术”。
其实，在日用和欣赏之间，从来没有断然的界线，所有的日用品都能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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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在介绍中国重要时代的重要工艺美术现象时，主要以出土文物为基础进行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
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令读者对中国工艺美术有较准确透彻的理解。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
　　（1）注重年代学。
努力对美术现象做出尽可能准确的时间界说，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

　　（2）注重地域特点。
由于工艺美术都是在具体的地域中产生的，导致各地同时期同类作品具有不同的风貌，本书对此做出
了充分的解说。

　　（3）注重民族特点。
不同时期工艺美术的不同风貌往往由统治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造成，认真辨析它们对理解工艺
美术现象极为重要。

　　（4）注重文献与实物的对证。
现存的实物和文献都不足以构建客观全面的工艺美术史，但以实物和文献相互对证、阐发，便能尽可
能地还原历史面目。

另外，本教材在以往中国工艺美术史优秀教材的基础上，补充大量考古新材料、吸取最新学术研究成
果、总结　　作者数十年来教学实践经验编写完成。
书后还配有光盘，其内容为书页中出现的图例及其他相关图例。
目的是，方便使用和进一步了解。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本、专科美术专业和艺术设计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供同等学力教育及广大美术
爱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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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除去简陋的制品自造自用以外，商与西周的工商业基本由官府控制，从业者的生活资料、生产
资料和生产场所由政府提供，制作秉承统治集团意旨，产品的所有权归属官府，大多由上层统治者享
用或应付政治、军事需要，仅少量转为商品出售。
直到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进步方令这种制度解体。
西周时代，官府作坊为六卿之一的司空统属。
工役主要由百工承担，他们虽为平民，但身份卑微，其工役专门单一，不可改业。
尽管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商和西周的平民使用的日用容器仍基本为陶质，商代早期的陶器作坊已经规
模不小。
如于郑州铭功路西侧发现的作坊遗址，在约1400平方米的区域里，就包含着陶窑十余座。
在商和西周的手工业里，青铜冶铸最为重要，因此，青铜器始终是被王室和贵族垄断的官府制品.在今
日河南的郑州和安阳，都发现了商代的铜器作坊遗址，其中，发现于安阳小屯村东南的遗址，规模可
观，总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
而在洛阳北窖村发现的西周早期铸铜遗址，已探明的面积竟在28万平方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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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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