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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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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中国古代科技史话：古代玻璃器》为丛书之一，介绍了古代玻璃器的有关内容。
　　《中国古代科技史话：古代玻璃器》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
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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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略谈玻璃二、中国古代玻璃器的分类三、中国古代玻璃器史四、中国古代著名玻璃器五、玻璃器
的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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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玻璃器产生于西周，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其发展、繁荣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
    在中国古代，玻璃有以下多种称呼：    “璎琳”，此称呼见于《尚书·禹贡》。
璎琳原指美玉，古人借以称呼状似美玉的玻璃。
    “琉璃”，此称呼最早见于西汉桓宽《盐铁论》，“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
琉璃这一称呼—直沿用到明代，有些地区现在还在使用。
清初，皇家认为“琉璃”一词与“流离”同音，不吉利，于是改称“玻璃”。
    “药玉”，此称呼见于《穆天子传》，晋代郭璞注释说：“今外国人所铸器者亦皆石类也。
按此所言，殆今药玉、药琉璃之类。
”“药玉”即如熬药般烧炼出来的玉一般的玻璃。
    “瑾玉”，元代设置瑾玉局，作为宫廷监制玻璃器的机构，因此瑾玉局制造的玻璃称为瑾玉。
    “罐子玉”，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说：“罐子玉，雪白罐子玉系北方用药于罐子内烧成者。
若无气眼者与真玉相似。
”这是将玻璃称为“罐子玉”。
    “料”是清末北京流行的对玻璃的称呼。
北京不产玻璃，需从外地购买玻璃料加工成玻璃器，因此将玻璃称为“料”，至今仍有人这样称呼玻
璃。
    玻璃古时尚有流璃、陆离、颇黎、火齐、琅玕、明月珠、瑟瑟等称呼。
    自然界有天然玻璃。
天然玻璃是这样形成的：火山爆发时，一种较为透明的液体物质在熔化时形成连续的网络结构，冷却
过程中黏度逐渐增大，硬化后形成不结晶的硅酸盐类非金属物质——玻璃，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三千多年前，欧洲古国腓尼基的一艘商船满载着晶体矿物“天然苏打”，航行在地中海沿岸的贝鲁
斯河上。
走着走着，海水突然落潮，商船搁浅，船员们不得不纷纷登上沙滩。
这时，大家都饿了。
有的船员抬来大锅，搬来木柴，用几块天然苏打做支架，在沙滩上支起大锅做起饭来。
船员们吃完饭，潮水开始上涨，当他们正准备收拾一下东西登船继续航行时，突然有人高声喊道：“
快来看啊，锅下的沙地上哪来的闪闪发光的东西？
”船员们闻声跑过来，把这些闪光的东西带到船上仔细研究起来，发现这些亮晶晶的东西上粘有一些
石英砂和熔化的天然苏打。
    原来，这些闪光的东西是做饭时用来做支架的天然苏打在火焰的作用下，与沙滩上的石英砂发生化
学反应而产生的晶体，这就是最早的人造玻璃。
后来，腓尼基人把石英砂和天然苏打和在一起，用一种特制的炉子熔化后制成玻璃球，到处兜售，发
了一大笔财。
我们现在使用的玻璃是由石英砂、纯碱、长石及石灰石经高温制成的。
这些物质的熔液在冷却过程中黏度逐渐增大，形成不结晶的固体材料——玻璃。
    玻璃性脆而透明。
    公元前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造出了无色玻璃。
在西周时期的古墓中，曾发现玻璃管、玻璃珠等玻璃饰物。
在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玻璃器，有实用器皿，有供观赏的摆件，也有佩戴
在身上的饰物。
现在，玻璃大显身手，其制品已被广泛用于建筑、日用、医疗、化学、电子、仪表、核工程等诸多领
域。
    —直到明末，玻璃都通称为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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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琉璃专指用于建筑上的用低温彩陶所烧造的釉面砖瓦，而将琉璃改称玻璃。
清末，又将玻璃制品改称料器。
    除清代外，中国古代玻璃器存世数量较少，研究历史也较晚，未能像瓷器、玉器等文物那样建立起
完整的体系，给中国古代玻璃器的鉴定与收藏造成卜定的困难。
但各代玻璃器仍然有迹可寻，因为一个时代的器物总是统一在一个时代的风格之下的。
    一般来说，西周玻璃器朴素无华，色彩较暗，器形简单，质地疏松，制作粗糙；春秋战国时期的玻
璃器工艺水平较高，光洁度好，以仿玉为主；两汉时期的玻璃器延续了战国时期的传统；三国两晋南
北朝时期的玻璃器又轻又薄，透明度较好，异域风格加重了；隋唐玻璃器亮丽多姿，波斯风格浓重；
宋元时期的玻璃器小巧精致；明代玻璃器多为民用器皿；清代玻璃器数量多、色彩艳，工艺高超，登
上了中国古代玻璃器的顶峰。
    中国古代玻璃工艺发展比西欧滞缓，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制陶、青铜、制瓷、漆器等工艺高度发
达，致使对玻璃工艺发展的要求不是很迫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玻璃工艺的发展，这是魏晋南
北朝时期西方玻璃配方与技术传人中国之后，中国玻璃工艺仍未发展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到了清代，我国的玻璃工艺终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了。
    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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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发现最早的玻璃器始于春秋末、战国初。
这个时期的玻璃器数量少，品种单一，仅有套色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和嵌在剑格上的小块玻璃。
    于元编著的《古代玻璃器》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系列之一，以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
言、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古代玻璃器的有关内容。
具体有：中国古代玻璃器的分类、中国古代玻璃器史、中国古代著名玻璃器、玻璃器的保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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