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

13位ISBN编号：9787302144724

10位ISBN编号：7302144729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欧新黔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01出版)

作者：欧新黔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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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

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共分为综合、行业、地域、人物与法规（附录）5个部分，系统
地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进行了研究。
综合篇从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保护与发展的现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及其评审制度研究，国外
传统工艺美术及其保护政策研究等几个方面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行业篇根据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所划分的11个工艺美术品类，就其特色、产地、主要代表
人物、作品等进行了详细地介绍与分析；地域篇以全国37个省（区、市）为对象，展示了各地区工艺
美术的特色；人物篇集合了自1979年起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所选出的365位大师的简介与作品，
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法规部分则收录了迄今为止国家及相关省市已颁布的共计11部传统
工艺美术保护的条例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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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新石器时代是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
进入新石器时代，石器工具进一步多样化。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极为丰富，50年代以来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7000处以上，遍及全国各地，正式
发掘的亦有100余处。
70年代末期发掘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尤其令人注目。
磁山位于河北武安县，石器有磨制石斧、石铲、石锛、石镰等，还有琢制的磨盘和磨棒。
裴李岗位于河南新郑县，裴李岗石器最令人注目的亦是磨制的磨盘和磨棒、石铲、石镰等。
磨盘和磨棒是原始居民为谷物加工而设计的加工工具，从造型来看，平面为椭圆形或柳叶形，磨盘下
根据需要设置了四足。
裴李岗石器中的石镰在设计上亦有特点，造型呈拱背长三角形，刃部设计有细密的锯齿，以利收割，
柄部宽而上翘，这一设计亦有利于收割中减轻人的劳动强度。
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后人类已经开始使用骨角工具，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工具制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骨角器的设计与制造根据用途而趋于专门化，不仅有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的骨刀、骨镞、矛头、鱼
钩，也有作为日常用具的骨刮、骨针，还出现了作为装饰品的骨制头饰、耳饰、项圈等类型器物。
装饰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另一类需求的产生，这就是对“美”的追求。
在我国，磨制工艺出现的最早实例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新洞出土的磨制骨片，新洞
是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的中间环节。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宁夏灵武县水洞沟发现一件用骨片磨制的骨锥和用鸵鸟皮磨制的圆形穿孔饰物；在
山西峙峪遗址亦发现一件磨制穿孔的扁圆形石墨饰物；河北阳原县虎头梁遗址发现了13件装饰品，如
穿孔贝壳、钻孔石珠、鸵鸟蛋皮和鸟骨制作的饰物，还发现了用于染色的赤铁矿块；在东北地区的辽
宁营口金牛山还出土两件磨制骨器，一是亚腰形穿孔骨器，一是骨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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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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