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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艺美术一词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但其作为一个普遍使用的词，乃至成为一个工业系统和一种艺术
样式，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
在此以前，尽管它历史十分悠长，但一般称呼为手工艺、手工业，从业者称作手工艺人、手工工匠等
。
在社会等级方面，他们与艺术家之间有着深深的鸿沟。
这种区别，主要原因当然在于社会制度，但也应该看到，两种人才的智能结构是不同的。
手工艺人掌握卓绝的技巧，但文化水平低，会做不会说；而艺术家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既有技
巧，也有理论。
由于智能结构的不同，其作品的面貌也不相同，手工艺人难以创新，作品多承袭师傅模式，少有变化
；艺术家富有创新精神，作品以具突破性新意为上。
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50多年过去了，国家兴办的工艺美术教育在填平工匠与艺术家之间的鸿沟上
，作了极大的努力，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新才智的工艺美术人才。
整个工艺美术队伍的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但仍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工艺美术并没有堂堂正正踏进艺术殿堂。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今天的工艺美术品具有创新突破精神的并不多。
形式呆板、意韵浅薄的“行货”充斥市场。
因此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工艺美术发展的关键在于大力培养创新力量，将这个行业办成一个“创意产
业”。
人的创新能力是一个能力的综合体，可以将它比喻为一座三足鼎。
三条腿中第一条是知识．要具有广博的知识修养和理性思维能力；第二条是技巧，要具有灵巧的双手
；第三条是情感，要有丰富的情感和美妙的想像力。
知识靠积累，技巧靠磨炼，情感靠天分和培养。
三条腿长得结实，便能支起创新的大鼎。
缺少任何一条，或其中一条力量不足，大鼎便会歪斜甚至颠覆。
根据这样的原理，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工艺美术人才，应该兼备艺术、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和艺
术理论、设计理论等方面的修养，应该在绘、雕、塑、铸、织、绣等工艺技法中精通一种或儿种，应
该有灵活聪慧的形象思维能力。
要是有一支三方面都过硬的人才队伍，工艺美术的创新就有望了。
但如今的实际并不是这样：大部分创作设计人员的主要精力是进行艰苦的技术技巧训练和创作实践，
以作品赢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在理论界，有一支以研究工艺美术为学术主干的队伍，并不从
事设计制作，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创作设汁人员提供理论支住和理论武装。
两支队伍的分工合作、齐头并进，形成新时代工艺美术人才结构的格局。
这个格局的形成，对提升工岂美术的社会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使知识、技
巧、情感这具三足大鼎总是有些偏斜。
这也许就是工艺美术创新精神不足的重要原因。
所以笔者深深感到，要鼓励工艺荚术创作设计人员努力学习理论，将自身的丰富经验，总结成理论，
再以自己悟到和总结的理论来指导创作实践。
可喜的是，这样的新型人才已崭露头角，这套“工艺美术技法系列”丛书的作者们，便是我所熟悉并
尊敬的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是一批止值盛年的工艺美术丁作者，大部分从事专业教育工作。
他们接受过止规的艺术训练，又常年从事创作和制作实践。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紧张的教学丁作之余，还努力钻研与行业有关品类的发展历史和技术技巧特
点，学习经典的和现代的艺术理论知识。
在智能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又着意著书立说。
有的作者已有不少论文和专著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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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鼎足齐力支起了鼎身，他们的工艺美术作品便具有清新的创意，在纷繁的产品堆中脱颖而出，并
在专业圈和社会上取得了好名声。
从书以品类分册。
各册内容大致包括品类的历史沿革、工序和技术、艺术特色几个部分。
与以往所见的一些技法书相比，它们有更广的视角和更深的力度。
将一个品种的形成和发展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考察，整理出产品发挥的社会职能、产品依据的技术
条件、产品体现的艺术特色和产品发展的历史条件。
这样，对工艺美术品种的研究便提升到工艺文化的高度，将读者引入深藏于产品背后的丰富的人文内
容。
例如《玻璃器》一书中对各个历史时期世界各国玻璃工艺发展及其背景的记述，其材料之详尽，剖析
之深刻，似乎在国内还很少见。
又因为在研究的各个环节都糅进了作者在实践中的体会，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一一般性的外部描述，
有着专业理论家难以探，支的真切之谈和带有体味性的精华。
又如《小雕》中对刀具规格和制作要领的记述，非躬亲实践者是写不出的。
再如《玻璃器》一书中，对玻璃所产生的艺小效果的讲述中，提到“运用透明”、“熔沣过程巾违反
常理的偶然效果”等，这些珍贵的体会，一般理论家不但凭空想像不出，而且若要将这类创作体会在
理论上作出正确的解释，也许还是个难题，但这些恰恰是工艺美术创作设计有别于一般艺术创作的挚
切之言，是来之不易的。
发展工艺美术自然有两条途径可走，一条是“形而上”，让工艺美术在经济大潮中搏击，专家们冉在
纷繁的现象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两，用以指导实践；另一条是“形而下”，鼓励创作设计者、管理经
营者在各自的实践中磨炼成专家，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明，有所前进。
前一条道路是目前大部分人正在走的道路，后一条道路比较艰难，走的人不多，但意义也许更深远，
成果也更为显著。
这套丛书的出版正是这条道路的一个新起点。
我期待这套丛书能不断推出新篇，在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轨迹中留下一道出色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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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艺美术技法系列》丛书以品类分册。
各册内容大致包括品类的历史沿革、工序和技术、艺术特色几个部分。
与以往所见的一些技法书相比，该套丛书有较广的视角和更深的力度。
它将一个品类的形成和发展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考察，整理出这个品类产品发挥的社会职能、依据
的技术条件、体现的艺术特色、发展的历史条件。
这样，工艺美术品种的研究便被提升到工艺文化的高度，将读者引入深藏于产品背后的丰富的人文内
容。
因为在研究的各个环节都揉进了作者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丛书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又对器物一股性
的外部描还，有了专业理论家难以探及的真切之谈和带有体味性的精华。
有些记述，非躬亲实践者是写不出的。
     玉器的文化内涵，玉器的气韵神采，只有深入了解才能细细领悟。
其造型美或精炼严谨，或玲珑剔透，或具体、或抽象；其形式美表现在制作上的传统与单纯、对比与
调和；其工艺美体现在琢磨规矩，亮丽圆润，技法神功 ⋯⋯，玉器能赋予人们无穷的美感和内涵，温
润和净化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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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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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这一年多的笔耕过程中，我的思绪沉浸在中国几千年的玉文化之中，又回忆着求学于上海工艺美术
学校而后又服务于母校的30年经历，而这许许多多的历练莫不和玉结下缘分。
撰写本书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在搜寻古代玉器图片和资料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玉文化的博大精深。
古老的琢玉以一种特殊的手艺方式，反映了民族的文化思想及吉祥观念。
玉器琢磨不仅仅是一种手艺，更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设计的思维方式。
历代玉器造型独特，形式完美，其间无不透射出古代玉工的智慧，这对于现代玉器的创作无疑有着开
导作用。
多年来我对玉器琢磨情有独钟，倾心切磋，细心领会，每当一件玉器在我手中琢磨而成，心底的愉悦
之感油然而生，当然也有一些切身体会。
所幸记下了不少杂记和积累了许多设计稿，今天加以整理、汇集、成文，与广大读者交流，共同传承
中华民族的玉文化。
本书能够顺利地出版，首先要感谢张苏中老师的热忱推荐，接着要感谢我的老师朱孝岳为书稿作了仔
细的审阅和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另外特别要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王克平先生为此书的编辑加工所花费的大量精力，还要感谢
玉器界的同仁、好友、同学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图片和资料。
本书编著者在书中对历代玉器的认识、对玉质温润之美的理解、对玉器的设计和琢磨谈了自己的体会
，皆属一管之见，但愿不至于贻笑大方。
由于本人学识肤浅，书中肯定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甚至些许谬误，还望专家、前辈和广大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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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玉器(切磋琢磨)》将与你一起走进中国绚丽的玉文化长河，解读玉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情感寄托。
同时还为你介绍玉的美容养生功效、中国的五大玉种以及鉴赏古玉的要诀。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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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