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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
为了反映五十年来办学理念和特色，集中展示教材建设的成果，学校决定组织编写出版代表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教学水平的精品教材系列。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共组织选题28工种，经过多轮、严格的评审，最后确定50种入选精品教材系列
。
1958年学校成立之时，教员大部分都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
作为各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他们到学校后保持了教学的同时又作研究的传统。
同时，根据“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原则，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杰出科学家也参
与学校的教学，为本科生授课，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中。
五十年来，外界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学校以教学为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没
有变。
正因为坚持了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并形成了优良的传
统，才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人才。
学校非常重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传统，也是她特别成功的原因之一。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技成果曰新月异，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很难在科学技术研究中作
出重大贡献。
建校之初，华罗庚、吴有训、严济慈等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就身体力行，亲自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
。
他们以渊博的学识、精湛的讲课艺术、高尚的师德，带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年轻教员，培养了一届又
一届优秀学生。
这次入选校庆精品教材的绝大部分是本科生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的教材，其作者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到
过这些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的教诲和影响，因此在教材中也贯穿着这些先辈的教育教学理念与科学
探索精神。
改革开放之初，学校最先选派青年骨干教师赴西方国家交流、学习，他们在带回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
，也把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带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以极大的热情进行
教学实践，使“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得到进一步深化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培养的学生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这些教学改革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学生的欢迎，并辐射到其他高校。
在入选的精品教材中，这种理念与尝试也都有充分的体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建校以来就形成的又一传统是根据学生的特点，用创新的精神编写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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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理论部分与实践部分两大模块。
理论部分介绍了陶瓷原料、陶瓷工艺、陶瓷器物、陶瓷窑场、陶瓷样式、陶瓷美学、中外陶瓷交流、
中外陶瓷文化、陶瓷精品赏评等内容；实践部分介绍了拉坯揉泥、陶瓷塑型、陶瓷彩绘、陶瓷吹釉、
陶瓷雕塑、陶瓷烧制全流程。
本书的编撰者均为参加“陶瓷艺术鉴赏与制作”课程建设的骨干教师和优秀学生，具有理科、文科、
工科多种知识与技能背景。
    本书颇具知识的丰富性与教学的贴近性，是中国文化素质教育事业的教学样本，可作为高等学校素
质教育课程教材，也可供喜爱陶瓷艺术的人赏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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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中国陶瓷文化与审美第一节 陶瓷文化的诞生陶瓷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陶器，是由黏土或以黏土、长石、石英等为主的混合物，经成型、干燥、烧制而成的制品的命名；瓷
器则是用瓷土(高岭土)烧制的制品的命名。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合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高岭土)的无机混合物作原料，采用成型、干燥、焙烧
等工艺方法制成的器皿统称为陶瓷。
我们把人类烧制陶瓷的工艺流程总称为陶瓷艺术。
陶瓷艺术处在不断的继承和发展变化之中。
由于陶土的宜取宜塑，当人类掌握了火的使用之后，陶器就成了人类最日常、最普遍的工艺制作。
从大约一万年前直到今天，陶器一直没有退出人类日常生活的场景。
陶瓷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和独特性。
在世界范围内，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就被发明了。
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历史，可分为两大源头和三大体系。
所谓两大源头，一是中国，二是西亚。
从目前考古材料看，世界各地大多数新石器遗址都有陶器出土，它们都经历了从土陶、彩陶、黑陶或
红陶向釉陶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人类物质和精神同步发展的“陶器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7000～公元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
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
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中亚新石器时代陶器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向北非尼罗河流域和欧洲东南部传播，随后尼罗河流域及欧洲南部、东部的地区也
出现了陶文化。
总之，新石器时代，陶器在人类文明史上在世界范围内被发现，体现了人类文化的某种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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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陶瓷艺术鉴赏与制作”课程自2001年春天开始启动，这归功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首批列入教育部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在学校的支持下建成了260平方米的独立分布式工作中心，80平方米的原料仓库，3座窑炉（2座高温燃
气炉，1座高温电炉）及系列设施，使本课程获得了国内非艺术类院校一流的教学平台。
本课程现已成为安徽省级精品课程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级精品课程，建有专门的网上课程教学系统
，配套的《陶瓷艺术鉴赏与制作教程》也已列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庆50周年50本精品教材之一，为
人文学科唯一人选的精品教材，代表了相关各级组织与广大学生对这一工作的认可。
本教程由汤书昆、王祥撰写大纲，由以下老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第一、二章由王祥执笔；第三章与前
言、后记由汤书昆执笔，第四章由吴刚、陈彪、柯资能、汪海港、李瑞亮执笔，第五章由周先稠、杜
军和、苗琳娟执笔，第六章由朱信龙、王祥、杨义恕、程鲲执笔，第七章由张燕翔执笔。
陈彪、张燕翔承担了文稿和图片的汇集整理及初校工作。
教程由汤书昆、王祥终校终审后定稿。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主要参考文献中提及的同仁和专家对本书系统论述的贡献。
同时由于陶瓷艺术鉴赏与制作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加上我们水平的某些限制，诚挚欢迎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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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陶瓷艺术鉴赏与制作教程》以中国陶瓷的诞生、发育、演化、外传为主线，系统讲述中华民族的伟
大创造——陶瓷艺术与陶瓷科学对中国及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影响，以及对人类精神文化的长期陶冶
。
分别从陶瓷原料、陶瓷工艺、陶瓷器物、陶瓷窑场、陶瓷样式、陶瓷美学、中外陶瓷交流、中外陶瓷
文化、陶瓷精品赏评等方面进行讲授。
学生以拉坯揉泥、陶瓷塑型、陶瓷彩绘、陶瓷施釉、陶瓷雕塑、陶瓷烧制全流程动手动心，用朴素的
泥土表达心怀久远的心灵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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