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百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百工>>

13位ISBN编号：9787807335177

10位ISBN编号：7807335173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华觉明，李劲松　主编

页数：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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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百工>>

内容概要

回顾历史，人们容易看到传统技艺所创造出的绚丽多彩的物质财富；现代社会，当人们仔细品味现代
生活图景的美妙时，也应感觉到传统技艺依然在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
了解、珍视、保护和弘扬我国的传统技艺，是当代国人文明水准的体现，是对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传
统的尊重。
《中国百工》，让我们一道心动变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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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通常所称的“陶瓷”，是对“陶”和“瓷”这两种不同质地物类的总称，陶器先于瓷器出现
。
　　史籍所载的“神农耕而作陶”的传说，表明了陶器的出现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许多考古发现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例如，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中发掘出的陶片，经14C测定，距今已有八千年以上历史。
　　瓷器，是制陶工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目前，对“瓷器”尚无确切的定义。
一般认为，瓷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
瓷土的主要成分是高岭土，并含有石英石、长石、莫来石等成分，含铁量低。
　　2．瓷器的烧成温度必须在1200℃-1300℃，烧成后的器物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不
吸水（或吸水率3．瓷器表面所施的釉质，必须是在高温下与胎体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4．瓷器的胎体必须致密坚实，叩之有清悦的金属声响。
　　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即出现了用瓷土烧成的灰陶制品。
大约在夏代，人们又在瓷土中掺人了石英、长石等成分，并把器物的烧结温度提高到1000℃，制成一
种胎质呈白色、质地较为坚硬的器物。
这种制品已不同于以往的陶器，而接近于原始瓷器，由于其器表无釉，故称“原始素烧瓷”。
　　到了商代，人们已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
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胎质坚密，烧成温度高，器表施有一种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釉质，器物叩之
有铿锵金属声，经后世人们化学鉴定，这种器物已具备瓷器的各种标准，与以往的陶器相比较已有质
的区别。
但由于其所用胎料尚欠精细，釉色不稳定，制作工艺尚未成熟，故称之为“原始青瓷”。
这是最早的瓷器。
　　进入两汉，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之后，人们已能制作出标准的瓷器，因釉质中含铁，经高温
还原焰烧制后，瓷器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故称之为“青瓷”。
早期发掘的浙江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中瓷器物，质地致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经检测，烧
结温度在1260℃-1310℃，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证明东汉时期的“青
瓷”已达到瓷器标准。
此外，宁波、绍兴地区及广东，也有东汉时期的黑釉瓷器出土。
已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瓷器物不少流传国外。
国外陶瓷史界称其为“汉瓷”。
　　东汉时期瓷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项重大的成就，是一次质的飞跃，从此开创了中国
光辉灿烂的制瓷历史。
　　制坯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坯料的选择与加工精制；二是坯的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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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人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陶瓷制作、织染、金属工艺、髹漆、雕塑、酿造
、造纸印刷和编织这八类项目为主，简述其历史沿革、工艺流程、传承人、代表性作品及有关的社会
人文内涵，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以期使广大读者更好了解这些技艺，促进其保护传承与发
展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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