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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陶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原始先民生活经验与艺术审美的结晶。世

界各民族族群与各部落的先民运用其智慧创造出了灿烂的陶艺文化，可以说历史

悠久的陶艺是人类历史与文明的见证。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是对 “陶

艺”最为贴切的阐释。国内外考古学者研究表明，陶艺首先是生活的，其次才是

艺术的。自从人类懂得利用火以后，通过冶炼技术发明了陶器，使其成为人类生

活中最常用的器物，并伴随人类发展至今。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精神

需求的扩大、审美观念的更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陶艺也从原

本的实用器物拓展开来，逐步发展演变为 “艺术与科技相互融合的综合产

物”———陶瓷艺术。这里所指的陶瓷艺术又体现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从物质

层面上讲，它融入人类的生活之中并满足了人们的实用性需求；从精神层面上

讲，它是艺术与文化的结合体，服务于人们的审美功能，也反映出人们对精神生

活品质的不断追求。

陶艺，从艺术学的角度来讲，是指人们以陶瓷为主要材料而进行的艺术装饰

或艺术创作的产品或活动。① 它主要包括陶器和瓷器，从功能与形式上又分为实

用陶瓷和艺术陶瓷。张道一先生认为，作为造物艺术，延续历史最长的莫过于陶

艺。从历史上看，陶瓷历经万年而不衰，正是得益于艺术与科技密切结合所产生

的应变能力。换句话说，陶艺是基于陶器和瓷器的并行发展，并与材料科学的革

新相互伴随，它与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对应，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生

物品。

对于陶瓷艺术的起源而言，陶器早于瓷器，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① 齐彪：《陶艺的起源与流变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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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标志。陶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史前人类的新石器时代，中美学者联合考

古队考证了中国江西省万年县大源镇境内的仙人洞遗址的陶器、石器、骨器、蚌

器等人工制品和动物骨骼，并对陶器进行了碳十四测定，确定碳十四测年样品与

陶片的地层等时间关系，由此证实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距今大约有２万年
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已公布的年代最早的陶器。曾有学者认为陶器的诞生是人

类智慧发展和艺术发展的巨大飞跃，因为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原始变化将一种物质

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也就是把制陶用的黏土经水湿润后，塑造成一

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使之烧结成为坚固的陶器。把柔软的

黏土变成坚固的陶器，是一种质的变化，是用人力改变天然物来创造人工物的开

端，也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因此，陶器的产生和发展，不但丰富了

人类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具，满足了人类的需求，而且促进了人类从游离式的迁徙

生活转变为洞穴式的定居生活的过程，使人类生活更加稳定，也推动了人类生产

力的发展。直到今天，陶器始终同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它的产生和发

展，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是最早制造陶器的国

家之一，早先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陶器有八九千年的历史，而江西万年仙人洞陶

片的发现使人类制陶的历史又提前了一万一千年左右。陶器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

辉煌灿烂的篇章，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新石器时期一

件件精美神奇的土陶作品都是人类智慧的见证。从中国古代陶器遗址的分布来

看，它们是较为广泛的，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其中仰韶文化是新石

器时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以彩陶为特点，也称 “彩陶文化”；从陶艺的

发展来看，无论是陶器的材质、造型、纹饰、色泽还是丰富的陶器制作工艺都不

同程度地体现了中国艺术设计与审美观念的成长历程；从物理上讲，制陶工艺是

通过火的焙烧，使黏土坯件产生质的变化，从而形成质地坚固的器皿；从形式上

则可以看出审美文化形成的过程；从陶器的使用功能上也折射出了陶器的创造和

烧制成功是原始人类不断探索和追求艺术与技术融合的智慧结晶。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先生在 《云南华宁陶》一

书中指出，中国陶瓷历史，首先是在中原地区开始烧造，早期以陶为主，经过历

代文化艺术与技术的发展而出现与陶有别的釉瓷器……而陶器迄今为止也仍在继

承和发展中。如果要追溯云南陶瓷史，应从云南的历史文化因素、地理交通条

件、民俗民风与传统手工技艺等方面进行思考与阐释。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疆，

地处东亚大陆与中南半岛的结合点上。内和西藏、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区连

接，外与缅甸、老挝、越南诸国相邻，是我国西南的门户和经济贸易的桥头堡。

虽然云南自古作为西南蛮夷之地，山高谷深、行旅艰难，但从未中断过与中原和

邻国的交流。到了公元前２世纪，除与毗邻地区的多边联系之外，还形成若干远
距离的交通线。主要有：北盘江，古称江，是珠江水系的源头，顺流而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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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番禺，是越人西进滇池的水上通津；由青海、甘肃经横断山脉谷地的通道，是

氐羌南下的 “走廊”，即后来 “元跨革囊”的进军路线；由四川到云南洱海的清

溪道和到滇池的石门道，是内地移民入滇必经之途；滇桂黔边的许多小径，则是

苗瑶跋涉进入云南的渠道；沿大盈江、澜沧江、红河出境，可达中南半岛诸国；

清溪道向外的延伸，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经缅甸和印度可远达西

亚，滇文化中的域外因素可能即是由此传入的。① 云南也是人类的诞生之地，早

在约１７０万年以前就有元谋人生活于此，汉代又有史称 “西南夷”者居于此。云

南少数民族众多，各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

化。云南的制陶历史久远，最早应当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元谋大墩子遗址中发

掘的史前艺术品———鸡形陶壶来计算，至今有约７０００年的历史。云南制陶从新
石器时代至今的发展都具有其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云南的陶器就分为许多种类，有灰陶、红陶、黑陶、釉陶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

展，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更为突出，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土的云南唐宋时期陶
制品来看，唐宋时期的云南制陶形式多样且各具特色，当时出土的陶制品有武士

俑、乐俑、舞俑、瓦当等，还有相关的当时的窑炉、作坊、生产原料和燃料；另

外，还出土有大批的窑具和珍贵的瓷器。这些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了云南陶瓷史

的内容，为继承和发扬云南古代陶瓷工艺传统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般来说，人类在造物之初是为了实用，但是又不单单是为了实用，也体现

出创造与表现的欲望，并以此获得精神慰藉。因此，古代陶器主要是生活用陶，

其次才是艺术用陶。陶器的应用十分广泛，且制作工艺相对简单，所以在全国各

地广泛分布。云南历代陶瓷的成就和丰富的种类，为中国陶瓷史谱写了灿烂的篇

章。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陶器在人们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保留了

许多古老独特的制陶工艺。明清以后，云南的陶器生产更为普及，并逐渐形成了

今日所称的云南 “五陶”，即 “建水紫陶”“华宁陶”“香格里拉尼西黑陶”“丽

江纳西金沙陶”和 “西双版纳傣族红陶”。云南民间陶器制品多数是具有实用功

能的日常生活用品，具有特定的功能效用，而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生活

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民间陶器生产方式，在原料的使用上大多遵循就地取材和因地

制宜的原则，因此不同地区、不同制陶原料以及与之相应的成型工艺和制陶技

术，形成了造型风格和装饰形式各异的多元发展局面，还出现了一大批造型别

致、风格拙朴的满足实用功能需求之外的装饰品。如大理白族房屋建筑装饰也是

辟邪驱害的神兽———瓦猫工艺 （在本书中有一定篇幅对此进行论述）。这些功能

各异、形式不同的陶艺是各个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几千年时光荏苒，从徒手捏

制造型到泥条盘筑再到慢轮和快轮，从堆烧到窑烧，古老的制陶技术依然还在云

① 李伟卿主编：《云南民族美术史》，云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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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少数民族民间生活中默默存续着，如独具匠心的建水紫陶，变化无穷的华宁

陶，神秘厚重的黑陶，古老质朴的慢轮制陶等依旧伴随着云南人民的日常生活并

不断繁衍，正是这些实用美观、伸手可触、随处可见的陶艺，让我们从中感受到

了云南人民的真实、淳朴以及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品格。云南陶艺走过了

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历程，作为众多民族民间文化遗存的一种物化形式和民间生

活形态的一部分依然存续着传统文化与工艺，并对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着重

要的影响。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云南陶艺区别于其他种类手工技艺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它自始至终根植于云南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

展，从农耕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发展变迁以及社会的更迭之后，云南制陶艺术却能

守住自己的一方净土，千百年来几乎都没有改变的功能、造型以及装饰纹样，很

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的制陶方式，实属难得。

制陶是伴随着农业经济和农耕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云南陶艺的发展之所以

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农耕时期的制陶工艺，这与云南各个民族千百年来的经济发展

都依附于农业生产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以

及旅游业、移民、农业人口外流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市场经济对现实生活方式

产生着重要影响，云南制陶业呈现出普遍萎缩与萧条的景象。许多民间制陶业正

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前依赖于农耕经济的民间工艺制陶由于市场的

开放、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许多陶制的生活器皿被新工业化生产的产品取而代之，而且随着科技的

快速发展、文化的融合碰撞、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其他

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致使云南陶艺的发展举步维艰，唯有转型和改革才是发展

之道。

陶瓷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产物，它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它同时为

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云南陶瓷的历史和发展是中国陶瓷文化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陶瓷制品的造型、装饰、釉色都同当时社会

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关，它从某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活、信仰与意识

形态，是记录其科技、文化、艺术变迁的物化形式。由于云南陶瓷历史与其他地

区的陶瓷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梳理这些联系和云南陶艺复杂的成因，取

得第一手资料，笔者赴江西、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等地进行了调研考察。本

书主要从云南陶瓷艺术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风格、特点、方法、技巧、

成因、传承现状、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及采取应对的策略等进行多角度的探讨，以

期为云南陶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依据与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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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云南陶艺的追溯

第一节　陶艺的起源及发展概述

一、陶艺 （陶器）的起源

陶艺是陶瓷艺术的简称，是利用水、泥土、火的不同物理性能，经人工塑形

和三种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形成的独特的造型艺术。提到陶艺，必须先要谈谈陶

器，因为国内外考古发掘表明，陶器先于瓷器，之后它们并行发展，将艺术与科

技融入其中，逐步形成了陶瓷艺术，后人简称为 “陶艺”。陶器历史源远流长，

在原始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从采集、渔猎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生

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陶器的出现，成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

要标志之一，陶器也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用具，并继续扩大到创造与生

产工具的领域。陶器的成功烧制，使人类具有更加稳定的定居生活，也推动和加

快了生产力的发展，它喻示人类有了一定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活动的能力。时

至今日，陶器仍然与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劳动生产休戚相关，它从产生到发展再到

技艺的完美呈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考古发掘表明，原始人

类把制陶用的黏土，经水湿润后，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

的温度 （即加热到６００℃以上），使之 “火烧”成为坚固的陶器。冯贯一先生对

“陶器”一词是这样阐释的：“陶器在太古时代原系用泥土向日晒干制成，后来

乃加火烧制而成为真正的陶器。”① 把柔软的黏土变成坚固的陶器，是一种质的

变化，是人为改变自然物的开端，这在人类原始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深远

历史意义。曾有学者认为陶器的诞生是人类智慧发展和艺术发展的巨大飞跃，这

是因为人类实现了最早的创造性活动，即以化学变化的方法，使物质发生质的变

化而成为另一种物质。

在国内外诸多历史文献中，关于陶器起源的记载充满着许多神话色彩，据唐

① 冯贯一：《中国艺术史各论》，上海书店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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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本纪》引 《周书》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

斧斤。”① 而据 《列仙传》记载：“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

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

下，视其灰炉，犹有其骨。”② 也有学者认为陶器的发明者最早可以追溯为燧人

氏，因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 “燧人钻木取火”之说，这是人类用火的开端，

而陶器又是经火烧而成。美国学者摩尔根在 《古代社会》中认为 “以制陶术的

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与野蛮社会的界线”，他觉得这样虽然有

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概也只能如此。③ 英国史前考

古学家柴尔德在 《远古文化史》一书中认为，这种新工业 （制陶罐），对于人类

的思维和科学的发端有很大的意义。制陶或许是人类对化学变化的最早的有意识

的利用。④ 对于这些传说、记载与论述，其中最为人们所认可的，是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描述：“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

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

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

以用于这个目的。”⑤ 也即是说，陶器的发明创造并不是哪一个远古先民的独创，

而是在世界很多地方，任何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经过制陶技艺的学

习与交流，都能独自创造出来的。因此，它与人类的长期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积累和总结形

成的。首先，人类在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发现，长期劳作中接触的具有黏稠性的黏

土，通过掺水之后具有可塑性，而且可以塑造成一定的形状。从考古出土的有关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来看，远古先民们已开始使用黏土材料进行某些形象的塑

造了，如在欧洲发现一万多年以前的马格德林文化的野牛和熊等塑像⑥，便是最

明显的例证。其次，人类在长期使用火烧物体的过程中，发现成形的黏土通过火

烧可以变成坚硬的物体，此为陶器生成的最必要条件。最后，它还有可能是在藤

或竹的编织器物上涂上黏土，编织材料经过火烧去除之后，黏土保留形成了不易

透水的容器而受到进一步的启迪，不久之后，塑造成型的物体经烧制而成，陶器

也就开始出现了。之后随着人类从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定居生活，农业经济不断

发展，剩余谷物的贮藏，饮水的盛装、搬运与存储都需要这种容器———陶器，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司马贞：《三皇本纪》。

（西汉）刘向：《列仙传》。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页。
［英］柴尔德：《远古文化史》，周进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８２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４页。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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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成了它们的大量出现。陶器既凸显了新石器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也为人类

生活史开辟了新的篇章。最早的陶器主要是模仿其他材料所做成的常见器物，如

篮子、葫芦和皮袋的形状，后来才发展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器皿。陶器的烧制成

型，须包括以下制陶的基本条件：①为了确保黏土能够塑造，必须加入水分；②
成型的器物在经火烧之前，必须晾干，否则火烧时升温过急会导致其破裂；③黏
土必须加以选择和进行必要的处理，如经过淘洗后可制成较精细的器皿，或加进

其他材料增强它的耐热急变性能。制陶因烧造工艺不同而产生品种多样的红陶、

灰陶和黑陶等陶器。当然，陶器的烧陶方式和制作工序也是经过漫长的实践和经

验的积累而成的。在烧陶方式上，最初为露天平地堆烧，后逐渐发展为棚内平地

封泥烧制，后来再发展为半地下式的窑 （横穴和竖穴），可将温度提高到１０００℃
左右，这种由无窑向有窑的改进极大地提高了陶器的质量与硬度。而在制作工序

上也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首先用手工捏塑造型或局部地模制造型，然后用

泥条圈筑或盘筑成型，口沿用慢轮修整，最后才使用快轮，制成规整的器形，这

种由手制向轮制的发展过程，至少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

陶器的产生可以说与人类的农耕生活密不可分，有学者认为陶器的创造发明

应归功于女性，因为原始社会首先经历母系氏族，其次才经历父系氏族，而在母

系氏族阶段女性是家里的主人，她们主要从事农耕劳作、烹饪食物与织造家用器

物等活动。从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研和考证中不难发现，云南边疆地区的傣

族和佤族在陶器烧造分工中，妇女主要承担制陶，而男子则从事挖土、运土等辅

助性劳动。然而，在某些少数民族的制陶分工中恰恰相反，男子专业制陶，妇女

则只能从事辅助性劳动，比如云南大理、香格里拉、保山等一些地区，制陶技术

有传男不传女的不成文规定。这些例子从侧面反映了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出现，促

成了有关男女分工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① 总之，从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来

讲，它是各族群先民们在几千年来同自然斗争中所取得的成果，是勤劳与智慧的

结晶，这从人类考古学角度都可以得到物证。

二、陶艺 （彩陶）的文化类型

对于中国陶艺的文化类型而言，最为著名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其造

型优美，装饰精巧，制陶技术水平较高，彩陶类型丰富且分布较广，这些充分体

现了我国古代先民的信仰意识和艺术创造力。中国陶艺因地区和时代的不同而产

生了风格各异的陶艺文化类型。正如田自秉先生编著的 《中国工艺美术史》中所

描述的那样：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其分布的地区非常广，其中以黄河中上游最

为发达。根据其不同区域与时间先后以及艺术风格特点的差异，将其分为仰韶、大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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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口、河姆渡、屈家岭、齐家、龙山和良渚等几种主要的彩陶文化类型。①

图１－１　仰韶文化庙底沟型彩陶：人面鱼
纹盆，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黄河流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

化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这些文化各有

一定的分布范围，面貌也不一样，那时

的人们基本上以经营农业为主，过着定

居的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上从事其他各

种活动。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分布，以

仰韶文化最为广泛。仰韶文化距今五千

年左右，主要分布于河南、陕西与山西

以及河北南部和甘肃东部，而以关中、

晋南和豫西一带为其中心地区，纵横中

国几千里的版图。经过后期发掘，此文

化类型还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处遗址。仰韶文化的年代大约经

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因地域差异而导致文化面貌表现也较为复杂，大体说

来，在中心地区分为四个类型：北首岭、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 （见图１－１）。
而在冀南、豫北和豫中地区则分为三个类型：后岗、大司空村和秦王寨。② 黄河

上游的仰韶文化类型发展之后，还兴起了约等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齐家文化类型，

图１－２　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钵，现
藏于洛阳博物馆

但时间基本上和夏代相始终。发展于黄

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还有山东大汶口

文化的彩陶、湖北屈家岭文化类型的彩

陶。时间约在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

早期。③ 仰韶文化是以彩陶为代表的新

石器时期农业文化，是彩陶最为丰盛繁

华的时期，彩陶种类丰富，有盆、罐、

鬲、、钵、壶等，其造型优美大方，

功能优异，主要以红陶为主，表面多用

黑线绘出形态各异的几何图案以及动

物、人物图案，形象逼真生动，反映了

古老神秘的原始文化。早在五千多年前，原始先民就开始采用泥条盘筑法塑坯，

掌握羽毛和线绳绘画以及陶窑烧制陶器等多种工艺，体现出原始先民采用了先进

的制陶方法 （见图１－２）。

①

②

③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１１页。
张福廉、张志刚：《我国古代釉上彩的研究》，载 《硅酸盐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１２期。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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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龙山文化黑陶：三足陶
鬲，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龙山文化类型也称为 “黑陶文化类型”（见

图１－３），因发现于龙山镇 （今属山东章丘）

而得名。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是

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它东起山东半岛，

西至河南、陕西等地，南过杭州湾地区以及江

西的樟树镇和台湾省①，其渊源与大汶口文化关

系甚密，但文化类型特征和山东有所区别。从

考古发掘看，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是受仰韶文

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据碳十四测定，它有

大约五百年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早期

和晚期两个发展阶段。② 龙山文化出现于新石器

晚期，以黑陶著称，由于黑陶已经普遍使用先

进的轮制法，所以其器壁薄且均匀，这一点是

彩陶所不能比拟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种

图１－４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彩
陶壶，现藏于河南博物馆

称之为 “蛋壳黑陶”的黑陶杯，其壁只有０１５
毫米，是黑陶中的经典代表。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也是较为发达的，

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发现的有大溪文化、

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

文化等陶艺文化类型。这些地区的人们主要种

植水稻，兼营渔猎，还从事制陶等原始手工业。

因在重庆巫山大溪乡发现而得名的大溪文化类

型，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３８２５—公元前 ２４０５年，
主要分布在三峡地区以及鄂西长江沿岸，经过

发掘属于该文化类型的还有湖北宜都红花套、

江陵毛家山和松滋桂花树等处遗址。屈家岭文

化 （见图１－４）因在屈家岭 （湖北京山）发现

而得名，它主要分布于江汉地区，经过后期发掘属于该文化类型的还包括湖北郧

县青龙泉、宜都红花套以及河南淅川黄楝树等处遗址。近年考古发现，屈家岭文

化和大溪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各异，而在三峡以东的地区有交错分布现象。探究

其文化内涵，两者有相同或类似的因素，因大溪文化早于屈家岭文化，由此推

①

②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５页。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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