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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国家的文化，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专家自己来研究、自己去写书。
应该由这个国家自己印刷出版。
我国工艺美术的历史，比文化的其他方面起源都要早，但是比较完整的工艺美术史付印出版，这似乎
还是第一本。
编写和出版这样一本内容广、图片多、成本高的书，是要有点勇气的。
我们看到有的国家，对我国的工艺美术很有兴趣，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书，小本的、大本的、平装的、
精装的都有。
我们要研究本国的工艺美术史，却不得不参考别的国家所出版的书，总觉得心中有愧，又觉得做这工
作越来越难。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工艺美术史专著。
这一百多年来，我国的工艺美术品大量外流，但是见之于出版物的，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在国内
博物馆陈列出来的也只是一小部分，所以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只能根据这小小一部分可以见
到的实物或图片。
而且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学校不可能有这样的经费，让研究人员到各地去看看，更不要说到英国、
法国、日本，收藏我国工艺品最多的国家去研究一年，或几个月。
再加上有些学校并不重视理论工作，有的让个别同志或让少数几个同志自己去探索，工作确是困难重
重。
我希望大家能谅解这种情况，并且希望有关方面支持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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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国内第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修订本)》是田自秉教授三十多年探索
和研究的心血之作，也是研究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历程的一部权威著作，曾收入庞薰琹先生主编的《中
国工艺美术丛书》《中国工艺美术史(修订本)》汇集和整理了我国自原始社会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的工艺美术史料，系统阐述了我国工艺美术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
。
丰富的史料，详尽的图录，使《中国工艺美术史(修订本)》不仅成为我国工艺美术学习和研究的必备
参考书，也成为重要的鉴宝收藏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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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自秉，工艺美术史论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湖北石门人。
编辑出版有《新图案讲话》、《会场布置》、《中国工艺美术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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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器二、铜镜第五节 漆器工艺一、金银平脱二、螺钿三、雕漆四、库路真漆器第六节 家具工艺第
七节 其它工艺第八节 结语第八章 宋代的工艺美术第一节 概说第二节 陶瓷工艺一、五代的陶瓷二、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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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三、宋三彩四、辽代的陶瓷五、金代的陶瓷第三节 染织工艺一、丝织二、缂丝三、印染四、刺绣
第四节 金属工艺一、铜镜二、金银器第五节 漆器工艺第六节 其它工艺第七节 结语第九章 元代的工艺
美术第一节 概说第二节 陶瓷工艺一、陶瓷二、琉璃第三节 染织工艺一 丝织二、毛织三、棉织四、刺
绣第四节 金属工艺第五节 漆器工艺第六节 结语第十章 明代的工艺美术第一节 概说第二节 陶瓷工艺一
、景德镇窑1.永乐时期2.宣德时期3.成化时期4.弘治、正德时期5.嘉靖、万历时期二、龙泉窑三、德化
窑四、宜兴窑和石湾窑第三节 染织工艺一、丝织二、棉、麻和毛织三、印染四、顾绣第四节 金属工
艺一、宣德炉二、景泰蓝第五节 漆器工艺一、果园厂雕漆二、螺钿和百宝嵌三、金漆四 黄大成和《
髹饰录》第六节 家具工艺第七节 雕刻工艺一、玉雕二、竹雕第八节 结语第十一章 清代的工艺美术第
一节 概说第二节 陶瓷工艺一、景德镇窑1.顺治时期2.康熙时期3.雍正时期4.乾隆时期二、其它各地第三
节 染织工艺一、丝织1.苏州织造2.南京云锦3.缂丝二、刺绣三、印染四、地毯第四节 金属工艺一、景
泰蓝二、画珐琅三、铁画第五节 漆器工艺一、北京雕漆二、扬州螺钿三、福州脱胎第六节 雕塑工艺
一、玉雕二 石雕三、竹雕四、其它小品雕刻五、彩塑第七节 其它工艺一、家具二、料器第八节 吉祥
图案第九节 结语第十二章 近代的工艺美术第一节 概说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工艺美术第三节 国民党反动
统治下工艺美术的衰落第四节 解放区的工艺美术一、染织工艺二、陶瓷玻璃工艺三、编织工艺四、民
间工艺第十三章 新中国的工艺美术第一节 概说第二节 陶瓷工艺一、瓷器1.景德镇瓷器2.醴陵瓷器3邯
郸瓷器4.淄博瓷器5.唐山瓷器二、陶器1.宜兴陶器2.石湾陶器3.荣昌陶器第三节 染织工艺一、丝绸二 印
染三、化学纤维和混纺织品四、刺绣五、地毯第四节 金属工艺一、花丝二、景泰蓝三、斑铜四、铁画
第五节 漆器工艺一、北京雕漆二、扬州螺钿三、福州脱胎四、四川研磨彩绘第六节 编织工艺一、竹
编二、草编三、藤编第七节 雕塑工艺一、牙雕二、玉雕三、木雕四、石雕五、泥面塑第八节 现代工
艺一、玻璃二、塑料三、搪瓷四 铝制品五、人造材料家具第九节 其它工艺第十节 结语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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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河姆渡在浙江省余姚县。
1973年，在这里曾发现一处距今约7000年前的氏族居住遗址。
当时的人们已饲养着猪、狗和水牛等家畜，栽培的是水稻，住的是木结构房屋。
他们创造发展了原始的工艺文化。
陶器有陶釜、陶灶、陶盆、陶钵等。
有纺织工具，说明已能织布制衣。
其中以雕塑工艺最为突出，有牙雕、骨雕、泥塑等。
陶器有用刻划进行装饰的。
雕刻装饰的题材有鸟、猪、稻禾，以及几何纹等。
木建筑已采用榫卯结构，说明已过着“筑土构木”的定居生活。
母系社会的原始手工业，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改进。
除了石器工艺由打制发展到磨制外，牙骨工艺也比以前提高。
制陶工艺更是这时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氏族社会形成后的一项重要成就。
在这以前，人们对自然材料的工艺加工，只是改变外在的形状。
而制陶，则是通过火的应用，使泥土改变其内在的性质。
这时的制陶工艺，不只是求其更合于实用，而且体现了对美的要求。
在陶器上面施以化妆土，还进行彩画、刻镂、堆贴等各种装饰。
其中以彩陶最为出色。
纺织工艺也有进步，能利用自然纤维进行捻线织布，制作衣服。
编织工艺也较普遍，在出土的陶器上，经常可以看到编织的各种席纹的痕迹。
为了居住的需要，人们还发展了木工工艺，用石斧、石锛、石凿等加工木料，建造房屋，或制作用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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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和追求，这本《中国工艺美术史》总算编写完成，不久将和读者见面，在激动和
兴奋之佘，我感慨万分，再写上几句。
我从事工艺美术史论的研究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解放前，当我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经常去附近的浙江省图书馆，阅览如《格古
要论》、《骨董琐记》一类书籍。
我不是在那里钻古董，而是在注意古代人民生活用品的制作特点，了解它们的发展情况。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备期间，我开始专门准备开《中国工艺美术史》课。
那时除了经常来往国內各博物馆参观搜集实物资料外，还常沉湎于浩瀚的书海中，挖掘史料。
但我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工艺美术史的书籍，却多半是日本的、英国的、德国的、北欧的出版物。
而我们国家自己出版的，仅发现一本1917年许衍灼的《中国工艺沿革史略》，其他系统的书籍极少。
当时我就常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没有一本自己的工艺美术史？
为什么中国人的东西，却由外国人去研究和垄断？
一种中国人的责任感，促使我暗暗立下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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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工艺美术史》(精装)对学习和研究我国工艺美术发展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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