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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传统文化实在是太丰厚了，不论东方或西方都在汲取着她的智慧。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为她的博大雄厚自豪的同时，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即：弃之不得，又难以
利用。
不消说对于治文史者是如此，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也是如此。
我们通常说的“继承与创新”，做起来并非易事。
如果在大文化中举出艺术一项，再从艺术中举出工艺一项，论学问已经够“小”了，然而认真思考起
来仍是不着边际，甚至不知如何下手。
做学问的难处在于：一旦方向确定，研究的方法非常重要。
古人所用的考据学的方法已不够用，儒生们解经的办法更是钻进了牛角尖；西方的学者虽然方法较活
，但却不能直接拿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就美学而论，研究中国美学似乎在先秦诸子之前便无从谈起了，因为没有文献的依据。
宗白华先生不愧是一代美学大师，当他思考先秦诸子美学思想的来源时，将视线移到了工艺制作上，
由春秋推向了商周时代，结论是“工艺匠师走在了哲学家的前头”。
这就为研究工艺和美学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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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战国时期工艺造物和思想学术共同获得繁荣发展：其时之国工已能制作出美不胜收的器物，且又
编纂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工艺专书《考工记》。
将两手多年前那些美好技艺加以分门别类的记录和阐述，使今人能据以探询当时器物设计制作之实践
原则和工艺标准；其时之术更因私学之兴盛而呈勃然奋发之势，诸子之学多以关注现实应用为务，于
论述各自之理想社会时兼及其成器理想与原则；遂成立先秦时代之器物设计思想。
这两类文本凝聚着先秦时代在工艺造物上通过实践和思想两条途径所抵达的历史经验，尝试从中整理
和诠释我国本源的造物思想正是本书的基本目标和内容。
        本书原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荣获国家教育部第三届全国优秀百篇博士学位论文奖。
    本文旨在对先秦时期在器物制造与设计方面所达到的历史经验作一番相对完整的整理与阐释，达成
对我国古代设计传统的重新理解和认识，以便为我国当代设计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引入一个底蕴深厚的
史的维度，为疏通我国古代设计传统与当代设计发展之间的源流关系做一个基础的理论铺垫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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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飚：博士，女，1968年2月生，浙江省金华市人。
1998年以前，先后就学子浙江大学机械系、南京大学哲学系、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取得工学学士、哲
学硕士、艺术学博士学位。
1998年以后，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主要从事设计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并先后获省留学基金和
校学术交流基金资助在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系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访问学习。
1991年荣获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年荣获全国优秀百篇博士学位论文奖本书的研究受到国家教育部优博专项基金资助，历时五年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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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本文的内容与方法先秦时代堪称我国历史上的光辉岁月，它在我国学术发展史上尤其显著地处
于本源地位。
由于这地位多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所奠定的，因此，当我们从思想学术的角度谈论“先秦
”时，它就不单单在一般意义上指涉某个历史时期，而特别地意指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一个发
源地带。
其历史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30年至前230年的300年间，它属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另一方面，也因为先秦学术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此种特殊的本源地位，所以迄今研究先秦学术的专著
和论述，比如先秦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美学思想、科技思想等等
，早已林林总总、汗牛充栋。
显然，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领域是后世学者对先秦学术条分缕析的结果。
换言之，就先秦文献本身，关涉各学术领域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思考往往混杂一体，笼统而不分家。
实际上，各种问题以及相关见解并没有完成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化过程，而是包含在思想家针对时弊
及其他具体现实问题的批判和思索当中。
空谈玄理者少，而论实际问题者多，这正是我国古代思想区别于希腊、印度古代思想的显著特征。
这个特点既使得先秦学术有了多角度研究和阐释的可能性，同时也给按照今天的学术门类标准进行研
究增加了相应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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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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