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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总结以往创造实践的经验，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整理传统工艺技法（包括材料和技术），揭示其特
点和规律，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学习民间艺术家的创造精神，这是发展现代民族艺术的一个重要
内容。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长期以来重视民间艺术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组织各方面的专家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
究，收集积累资料和作品，把案头工作和实地调研结合起来，既重视现代，也重视古代，理论研究结
合艺术实践，工作是脚踏实地的。
这套丛书的选题内容充实，学术性强，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以后的创作设计会有重要的启
示和借鉴作用。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专家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信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的学者们，会在弘扬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工作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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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子谔，1943年11月出生于湖北武汉。
现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
院代文化部管理的艺术科学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特聘调研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本项目评审专家
。
有《视党思维的主体空间》《毛泽东与美学》《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晋察冀戏剧剧目提要》《沙
飞传》《书学美学詹言》等十余部专著梓行。
其中专著《崇高美的历史再现&#8226;正编》（90万字）《中国服饰美学史》（180万字）《原动力的
潜层开掘》等荣获第十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度国家优秀艺术图书奖、全国第五届优秀报
告文学奖等国家级大奖和河北省第三届、第五届、第八届、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奖，
河北省第六届、第九届、第十届文艺振兴奖等多项省政府奖；中外著名专家、学者在《人民目报》《
光明日报》和〔日〕《日中艺术研究》等数十家报刊撰文高度评价。
另有《中国服饰审美文化与中国诗学的特殊关系》等百余篇论文在《文艺研究》等学术理论刊物发表
，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摘要和转载。
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凡七百余万字。
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河北书法家协会理事，
。
多有书画作品发表、获金、银奖，在海内外展览和被中国当代文学馆与书画院等收藏。
事略被《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WWSSPRC英文版）《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大
典》《中国戏剧家大辞典》《中国摄影家大辞典》等数十种辞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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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绪论：磁州窑造型艺术及民俗审美文化与当代物质、精神文明建设    一、磁州窑造型艺术与民俗
审美文化规定    二、磁州窑造型艺术与民俗审美文化于当代物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认识价值和意义  
 三、磁州窑造型艺术与民俗审美文化于当代物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功利价值和意义    四、磁州窑造
型艺术和民俗审美文化于当代物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美学价值和意义第一章　磁州窑审美文化的形
成和发展  第一节　磁州窑审美文化的源头及滥觞    一、磁山文化的夹砂褐陶、红陶文化    二、仰韶文
化的彩陶文化    三、龙山文化的黑陶文化    四、宋以前古磁州地区的陶瓷文化  第二节　磁州窑审美文
化的形成、繁荣和衰亡    一、磁州窑审美文化的形成期    二、磁州窑审美文化的繁荣期    三、磁州窑
审美文化的衰亡期  第三节　磁州窑陶瓷文化中心的转移第二章　磁州窑造型艺术的釉彩、纹饰和形
制等形式美特征  第一节　磁州窑白釉、黑釉、棕黄釉瓷器的釉彩、纹饰和形制    一、磁州窑白釉瓷器
的釉彩、纹饰和形制      二、磁州窑黑釉瓷器的釉彩、纹饰和形制    三、磁州窑棕黄釉瓷器的釉彩、纹
饰和形制  第二节　磁州窑审美文化的仿定器    一、磁州窑审美文化的仿白定    二、磁州窑审美文化的
仿黑定、仿紫定和仿绿定  第三节　磁州窑低温绿釉、黄釉瓷器的釉彩、纹饰和形制    一、磁州窑低温
绿釉瓷器的釉彩、纹饰和形制    二、磁州窑低温黄釉瓷器的釉彩、纹饰和形制  第四节  磁州窑低温红
绿彩、翠蓝釉瓷器的釉彩、纹饰和形制    一、磁州窑低温红绿彩瓷器的釉彩、纹饰和形制    二、磁州
窑低温翠蓝釉瓷器的釉彩、纹饰和形制第三章　磁州窑造型艺术的系列装饰工艺表现形态  第一节  化
妆土系列装饰工艺：“暗划花”、“绞泥”、“凸线纹”等  　一、“暗划花”装饰工艺 　 二、“绞
泥”装饰工艺　  三、“凸线纹”装饰工艺  第二节　绘花系列装饰工艺：“铁锈花”、“白地绿斑”
、“翠蓝釉墨彩”等 　 一、“铁锈花”装饰工艺　  二、“黑釉花”装饰工艺  　三、“白釉酱彩”装
饰工艺  　四、“黑釉酱彩”装饰工艺  　五、“白釉绿彩”装饰工艺  　六、“桃心形露胎”装饰工艺
 第三节  划花系列装饰工艺：“白地绘划花”、“珍珠地划花”、“划花填黑”、“白釉篦划花”等   
一、“白地绘划花”装饰工艺    二、“白釉划花”装饰工艺    三、“珍珠地划花”装饰工艺　　⋯⋯
第四章　磁州窑装饰艺术的民俗审美文化内蕴（上）第五章　磁州窑装饰艺术的民俗审美文化内蕴（
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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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磁州窑审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磁州窑是有宋以来，于我国北方勃然兴起的一个巨大的瓷窑体系
，故磁州窑审美文化也是泽被北半个中国（其实它的影响也波及南国）的陶瓷审美文化。
磁州窑审美文化的最基本的特征，即是在白度不高且较为粗松的器胎上施一层化妆土，以达到粗瓷细
作的工艺效果。
然而，磁州窑审美文化的华彩篇章，便谱写在这层白色的化妆土上。
勤劳而智慧的窑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装饰手法，譬如剔去化妆土，造成
胎色与化妆土的和谐对比，在白色化妆土上画黑花即“铁锈花”，或再加上一层黑色化妆土剔黑留白
等等，不仅产生了中国画独有的水墨意趣，而且造成了一种黑白反差强烈的，明快、生动、浓郁的装
饰艺术效果。
以这种强烈对比为表现手段，采用极为自由、潇洒、飘逸的画风，来描绘民间喜闻乐见的具有民风民
俗文化意义的通俗题材或日“吉祥题材”，逐渐形成了以今之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彭城镇和今之磁县观
台镇（包括冶子、东艾口、申家庄南莲花、青碗河、青碗窑、贾壁观兵台等七、八处窑场）为中心的
那种以特有的质朴、洒脱、豪放、粗犷为其审美风格和审美趣味的磁州窑审美文化。
磁州窑审美文化凭藉着自己独有的民间特色、艺术风貌和审美魅力，将自己的审美文化疆域拓展到北
自内蒙古林东辽上京临潢府内窑址，东到山东淄博、枣庄一带，①西至宁夏灵武；②一些古磁研究学
者把安徽省的白土窑，江西省的吉州窑都纳入了磁州窑系的范围中。
③生产磁州窑型器物有受到磁州窑审美文化熏染的窑场，直至福建的泉州磁灶窑，广西的西村窑，广
东省的南海官窑和四川省的广元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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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磁州窑造型艺术与民俗文化》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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