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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陶瓷收藏与鉴赏》1998年出版后，很受海内外读者欢迎，一年之内几次重印。
由于近十多年来，我国考古学和古陶瓷研究均有不少重大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古代陶瓷收藏鉴定
的理论和方法也在发展，我相信，经过这次修订的《古陶瓷收藏与鉴赏》，会比1998年版更受海内外
读者朋友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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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德富，1939年2月生，四川射洪人。
四川大学副教授，1999年退休。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陶瓷、古代书画及博物馆学的教学与研究。
已出版的专著有《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古陶瓷收藏与鉴赏》、《中国书画鉴定基础》、《陶瓷
书画与博物馆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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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许
许多多具有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素养、不同年龄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热心于各种文化艺术品的收
藏。
中国古代陶瓷器始终是人们收藏的热门品种之一。
　　中同是世界上最早生产陶器的国家之一，已有一万多年制造、使用陶器的历史。
而瓷器则是中国人民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又一巨大贡献，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
。
占代陶瓷有悠久拘、光辉的历史，非常丰富的遗物散布于世界各地。
占陶瓷故乡的中司大地，流散于民间的古代陶瓷器更是不可胜数。
选择古代陶瓷器作为收藏对象的收藏家最为明智，作出了十分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古代陶瓷器不仅
历史悠久、数量巨大，而且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非常高，是文化艺术品中最有
收藏价值的品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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