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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艺，主要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

手工作业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

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

态的过程及其结果。

在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有着悠久的

历史。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材质、

不同手段和形态各异的手工艺及其产品在

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或

者是批量制作、大量生产，以满足人们日常

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者是拾遗补缺、修旧利

废，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特殊需求；抑或

者是精工细作、巧夺天 工，以体 现某种观

念，寄托某种情感。由此，创造出庞大的民

间物质文化体系和相关的知识体系，延续至

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然而，在过去的中国历史文化中，手工

艺的地位及其作用并不明晰，似乎与历史文

化没有太大的关系。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

史上的史官以及文人都曾经受到经学传统

的熏陶，他们所信奉的是“形而上谓之道，

形而下谓之器”a之说，对于社会生活中的

手工艺及其产品多不屑一顾，偶尔记上一笔

也是以此来说明其他，或是趣味猎奇。

其实，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作为广大民

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

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在中

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a 三国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

整理，吕绍光审定《周易正义》卷7《系辞上·第十二

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9年12月，第292页。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
传统手工艺

一、百工的形成与发展…

二、“功致为上”与“工有巧”…

三、“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

结论…

传统物质文化研究与现代设计艺术…

目录

什么是手工艺？…

传统与创新…

在中国红木高级研讨班上的演讲	
什艺美术还是美术工艺？…

什新还是继承？…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4
手工艺的文化与历史

与传统手工艺相关的思考与演讲及其他 5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中
的

传
统
手
工
艺

传统手工艺，主要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

手工作业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

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

态的过程及其结果。

在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有着悠久的

历史。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材质、

不同手段和形态各异的手工艺及其产品在

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或

者是批量制作、大量生产，以满足人们日常

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者是拾遗补缺、修旧利

废，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特殊需求；抑或

者是精工细作、巧夺天 工，以体 现某种观

念，寄托某种情感。由此，创造出庞大的民

间物质文化体系和相关的知识体系，延续至

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然而，在过去的中国历史文化中，手工

艺的地位及其作用并不明晰，似乎与历史文

化没有太大的关系。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

史上的史官以及文人都曾经受到经学传统

的熏陶，他们所信奉的是“形而上谓之道，

形而下谓之器”a之说，对于社会生活中的

手工艺及其产品多不屑一顾，偶尔记上一笔

也是以此来说明其他，或是趣味猎奇。

其实，中国的传统手工艺，作为广大民

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

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在中

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a 三国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李申、卢光明

整理，吕绍光审定《周易正义》卷7《系辞上·第十二

章》，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9年12月，第292页。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
传统手工艺

一、百工的形成与发展… ……………………………………………

112

二、“功致为上”与“工有巧”… ……………………………………

117

三、“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

126

结论… 130

传统物质文化研究与现代设计艺术…………………………

131

目录

什么是手工艺？… 137

传统与创新… 137

在中国红木高级研讨班上的演讲	 137
什艺美术还是美术工艺？… 142

什新还是继承？… 145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手工艺的文化与历史

与传统手工艺相关的思考与演讲及其他 7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中
的

传
统
手
工
艺

什一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基础。在人

类历史之初，人们从自然中获取大量的物质

资料作为生活之需。人们通过观察种种有趣

的自然现象，学会了利用天然的工具对自然

物进行加工改造。已经学会思考的人们，在

寻找食物、生存繁衍的同时，也在寻求适当的

生活方式和一定的生产方式。渐渐地，人们

开始有目的地选择、利用各种形态天成的自

然物进行加工，来充作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

工具和日常生活的用品，并逐步地累积起处

置自然材料的经验，发明了结构简单的原始

工具，也产生了最初的手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演进，手

工艺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大行其道。由

最早的对木、石等自然物的简单加工手段到

制陶、铸铜、髹漆、琢玉、烧瓷、缝纫等手工

艺技术的发明，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这些

手工艺技术的发明和成熟，使有目的的造物

能够基本满足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促

进了民间物质文化的进步。

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对手工艺及其产品的最为基本的要求是

能够便利生活，同时也要求能够美化和丰富

生活。不同的需要促进了各种类型手工艺的

全面发展，导致了手工艺及其产品创造的多

元化。人的需要又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

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当原有的需求得到满足

后，随即又会激发出新的需求，不断的需求

是手工艺及其产品不断发展的动力。

中国奴隶制社会的衰落和瓦解，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作为新兴社会力量的地主

阶级，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

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建立了新的封

建制度及其社会秩序，“命于下国，封建

厥福”。a在实行封建制度的国家中，一大

批手工艺人脱离了奴隶制的桎梏，开始有了人

身自由，有了私人的产业和生产工具，制作和

生产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在社会的消费

需求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手工艺产业的生产

规模持续扩大，生产的种类不断增多，分工也

逐渐细化，有力地促进了生活方式的改进及

生活质量的提高。

手工艺人作为社会的新兴阶层，以“百

工”之称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妇功

相并列，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

从事其所能”b；“史为书，瞽为诗，工颂箴

a 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卷8《商颂·殷武》，北

京：中华书局，2002年7月，第553页。

b 吴毓江撰，孙启治校《墨子校注》卷6《节用中第

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255页。

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

百工献艺”c；“百工居肆，以成其事”d。

对百工的事迹，先秦时期的著作中亦有大量

记载。

c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浦卫

忠、龚抗云、于振波、胡遂、陈咏明整理，杨向奎审定

《春秋左传正义》卷32《襄公十四年》，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

月，第927-928页。

d 三国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张岂

之审定《论语注疏》卷19《子张第十九》，李学勤主

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月，第257页。

最简单的工具—针，在挑花时创作的自由度最

大。图为瑶族妇女在挑花。

雕漆工艺。艺人操作简单工具雕刻出复杂的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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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手工艺所有行当

的“百工”，对封建社会的发

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连

统治者也认为“来百工，则财

用足”a。封建社会的官营手

工艺产业与民间的私营手工

艺产业互为补充。不同身份

的手工艺人凭借其精湛的技

艺，通过专业的分工合作，制

造出门类众多、质量上乘的

产品，基本能够满足社会各

阶层的不同需要。

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木作、金工、纺织、制陶、制

瓷、髹漆、皮革、琢玉、琉璃、

印染、印刷等手工艺产业门类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手工

a 王云五主编，宋天正译注，杨

功亮校订《中庸今注今译》章20，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2

月，第53页。

艺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内部分工的细化，各个

门类的手工艺技术和生产程序也逐渐开始规

范化和标准化。

手工艺人作为“工”者，“巧饰也。象人

有规矩也。与巫同义”a，因而受到人们的

尊重。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封建 社会前

期，手工艺人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获得某

项比较复杂的手工艺技能非常不容易，往往

需要几代人的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并且要

经过非同一般的训练才能达到某种程度，其

积累的成本非常高。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

时期内，手工艺的传承有着非常复杂的师承

制度和神秘的仪式，其技能和技艺多为家族

世代相传。

文献记载，古时“令夫工，群萃而州处，

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

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

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

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

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

a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卷5上《工部》，北京：中

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00页。

工。”b这样的传承制度虽然有着某些方面

的缺陷，但是却能够从根本上保证手工艺的

技能与技艺的传承质量。

二…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手工艺始于对自然

物的利用和工具的制造与使用。“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c，

人们“剥 林 木 以 战 矣”d，利用天 然 的 木

棒、树枝和石块制成工具，用以防御野兽和

获取食物。

在为了生存的劳作过程中，人们偶尔发

现高处掉下的石头能够将下面的石头打碎，

而且利用破碎的砾石边缘切割东西比较省

力。于是，便开始模仿自然现象击打石头使之

b 邹国义、胡果文、李晓路撰，《国语译注》卷6

《齐语》，《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4年12月，第184页。

c 战国·韩非原著，张觉译注《韩非子全译》卷19

《五蠹第四十九》，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3

月，第1025页。

d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

释》卷7《孟秋纪第七》之《荡兵》，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2年4月，第388页。

羌族姑娘在刺绣鞋垫，图片摄于

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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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从中选择形制合适的作为狩

猎和采摘的工具来使用。早期的石

制工具打制方法简单，没有过多的

加工，仅能以适合手持握为度。后

来，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逐

渐掌握了打制加工的方法和手段，

制造出可用来进行刮削、锤击、砍

劈、锥刺等不同形态的石制工具。

同时还利用这种原始的工具对骨

头、木料进行刮削、打磨，从而创

造出具有不同功能的骨制、木制等质地的

工具来。

稍后，火的利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使人们能够在寒冷的冬季和夜晚活动，给人

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便利。随着人类社

会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

生产方式也由原始采集和狩猎向原始农业过

渡。农耕作业的收获使人们过上了相对稳定

的生活，于是，“神农耕而作陶”a，产生了制

陶的工艺技术。各种形制不同、大小不一的

a 宋·李昉编纂，夏剑钦、王巽斋校点《太平御览》

卷833《资产部十三·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社，1994年7月，第7册，第751页。

陶器，既有用来装运饮水、储存粮

食、蒸煮食物的器皿，也有纺轮、弹

丸、陶刀、陶环等陶质工具。可以

说，制陶工艺技术的发明，使处于

萌芽阶段的手工艺和原始手工艺

产业产生了质的飞跃。 

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土淘洗工

艺技术的发明，烧制技术的改进，出现

了“泥质陶”“细泥陶”和“白陶”等质地较

硬的陶器。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生活的

丰富和工艺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兼实用与审

美于一体的彩陶，在质地细腻的红陶坯上绘

有黑、紫、红、白、灰等色的各种图案，器形

也更加合理、美观。当快轮制陶的工艺发

明之后，陶器的生产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

高，以蛋壳黑陶为代表的陶器器形更为规

整美观，器壁厚薄均匀。同时，还出现了结构

更为复杂，综合实用功能更强的鬲、甗、斝、

鬶等器物。制陶工艺技术的发明与改进，标

志着人的创造性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可以得

到更为完全的发挥，人类不仅能够通过某种

手段改造自然物的形态，而且还可以改变某

些自然物的性质。

秦汉（前221-220）时期，中国进入了封

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了

显著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也促进了手工艺产业的大发展，手工艺行业

的分工更加专门化。有竹器业、铜器业、素木

器业、漆木器业、毡席业、造船业、制车业、

制漆业、丹砂业、草药加工业、丧葬品加工

业、珠宝业、金器业、玉器业等，“皆中国人

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

也”a。无论是产品的品种数量，还是制作的

a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

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

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2461页。

水平都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

秦代的生产工具、纺织、青铜器、漆器、

陶瓷、玉器等的传统手工艺门类都很发达，

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态势。西汉时期，政府中

设立专门的手工艺产业管理机构，从中央到

地方对传统手工艺实行分级管理，采取了多

项积极措施，促进了各地区造物活动的发展。

纺织是当时重要的手工艺产业生产部门，当

时使用的提花织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

一匹”b，丝织物的数量众多，制作精美。青

铜器开始向着日用器具方向发展，传统的鼎、

壶等物继续生产，又有盘、洗、熨斗、灯、炉、

铜镜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新产品问世。漆器

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已有替代青铜器具的

b 晋·葛洪集，成林、程章灿译注《西京杂记》卷

1《霍显为淳于衍起第赠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

社，1993年8月，第21页。

手斧形器，新石器时代，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西樵山遗址出土，广东省博物馆藏。

豹纹瓦当，战国，直径16厘米，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徐

家湾出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拈灯，汉，陕西省西安市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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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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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陶瓷的生产技术也有所创新，釉陶的

造型精美，色泽鲜艳。另外，早期的青瓷制造

工艺在东汉时期也逐渐成熟。

三国魏晋南北朝（220-581）时期，社会

在动荡中继续向前发展。北方地区因连年战

争，政权更迭，民不聊生，人们将自己的精神

信仰寄托于济世慈怀的佛教。在此同时，南

方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相对平和，各类传统

手工艺的技术水平在逐渐恢复的过程中得到

提高，各种手工生产工具不断得到完善，从而

促进了陶瓷、漆器、染织和金属等传统手工

艺的普遍发展。在这一时期的日常用品和建

筑陈设的装饰中，与佛教有关的飞天、莲花等

图案与其他传统装饰纹样一起，得到广泛的

应用。

进入隋唐（581-907）时期之后，国家强

盛，社会繁荣，各项社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

展。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需求，在很大程度

上促进了手工艺产业的进步。唐代宫廷设置

专门机构对陶瓷、织染、金银器等手工艺行

业进行管理，有力地促进了传统手工艺行业

的进步，各品种的手工艺制作技术和艺术水

平已经相当成熟。民间作坊也随着城市工商

业的发展而逐渐扩大，织锦坊、染坊、纸坊等

民间作坊遍布各地城镇，品种繁多的生活用

品与内容丰富的社会生活相得益彰，有着强

烈的时代特色。

宋朝（960-1279）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

国的封建割据局面，同时也为宋代社会文化的

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民间社会生活需求的

不断扩大和商品经济的持续繁华，使当时的

手工艺产业也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在当时，传统的手工艺产业虽然分属官营和民

间两大体系，但二者各自发展而共同精彩。官

营作坊汇集了全国的精工巧匠，产品选材精

良，制作讲究，精巧华美，代表着时代的最高

水平；而遍布各地城镇的民营作坊和家庭手工

业，则满足了民间社会生活的日用之需。当

时社会崇文抑武的风气，亦

在物品的风格特征上留下了

印记。宋代的陶瓷、染织、料器等

门类的手工艺品，无论是造型风格、还是装

饰纹样，都以清秀含蓄、富于内涵而区别于前

一时期的灿烂辉煌，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审美体

验。生产工具的改良发展，织染刺绣的精美繁

盛，料器工艺的创新拓进，文房四宝的完美集

成，日用瓷器的典雅高逸，都是这一时期造物

艺术发展成就的集中体现。也就是由此时开

始，部分手工艺产品开始完全脱离实用功能而

转向纯粹的玩赏趣味，对后来的手工艺多元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辽（916-

1125）、金（1115-1234）、

西夏（1038-1227）等少

数 民 族 政 权管 辖 区域

的手工艺，虽然不同程

度地受到汉地影响，但

依然保留了粗犷质朴的民族

特色。此后，元代政府采取

了多种措施来限制民营手

工艺作坊的生产和销售，影

响了元代传统手工艺的均衡

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北方地

区的手工艺由于受到少数民族观

念意识的影响，其造型风格多雄放洒脱；而

南方地区以端庄大气的元青花为代表的手工

艺，继承了宋代以来的传统，显现出清雋典

雅、简洁明朗的风格。之后，元代的手工艺在

继承前一时期传统的基础上略有发展，但其

产品的功能与造型及其风格多受到北方少数

民族的影响。

鎏金银锁，唐，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磁峰窑陶印花碗模，宋，1984年

四川省彭州市磁峰窑址出土，

腹径17.5厘米，底径13厘米，高

8厘米，四川省博物院藏。

磁州窑唐僧取经故事瓷枕，元，前高11.5厘米，后

高15厘米，长40.5厘米，宽17.5厘米，广东省博物

馆藏。是在《西游记》小说印行前的唐僧取经故事

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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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1368-1911）的手工艺及其产

品有着独特的风格和时代气息。承自宋代的

“巧夺天工”价值取向在传统手工艺的领域

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主张“虽由人作，宛如天

开”a，“精在体宜”b，具体表现为“巧法造

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c。随着社会经济

文化的发展，手工艺产业内部有了比过去更

加细密的专业分工，瓷器、织造、刺绣、金工、

髹漆等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的传统手

工艺，均在技术和艺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

就，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明代市民意识的

苏醒，文人对“格物”d的倡导与追求，以及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都曾不同程度

地促进了明代手工艺的发展，而合理、周到、

简约、精湛等的造物标准，则在客观上促进

a 张家骥著《园冶全释》之《园说》，太原：山西古

籍出版社，1993年6月，第168页。

b 张家骥著《园冶全释》之《兴造论》，太原：山西

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第162页。

c 王世襄著《髹饰录解说—中国传统漆工艺研

究》之《乾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3月，第

50-51页。

d 明·王鏊撰《震泽长语》卷上《经传》，王云五主

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6

月，第5页。

了相关工艺技术的发展。

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发展到了清代，已是

门类齐全、产品丰富的产业，其行业内部有

了更为精细的分工，工艺技术的规范也向着

条理化、规则化发展。相对独立的专业分工

与条理明晰的工艺规范，为“精益求精”的造

物艺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清代统治

者的倡导下，手工艺人在创作的过程中追求的

是技艺上的精巧与熟练，各类物品的结构与

造型日趋精致，而附着其上的装饰则趋于繁

缛，图案注重写实的绘画性。而文人士大夫

阶层对精致生活的需求，则直接导致了“清

玩”e发展。清玩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手工

e 清玩，指符合文人趣味的清雅玩品，如古琴、钟

鼎彝器、书画、怪石、古器、盆景以及文房四宝等。

状元及第屏门花，明末，广东省博物馆藏。

刻花紫砂茶壶，清，广东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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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产品不再是单纯的生活用品，其中的一部

分已经开始转为艺术品。不受拘束的文人士

大夫在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只好把自己的志

趣和精力转移到他处，参与到园林、家具、雕

刻、髹漆、陶瓷、服饰以及文房清玩的制作过

程中，其雅致的趣味通过手工艺人在器物的

结构、造型、装饰等方面表现出来，因而对清

代及后世的手工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种

精美的作品不断涌现，有许多达到了登峰造

极的水平。

另外，明清时期的一些优秀的手工艺人

在总结行业经验的基础上，撰写出专门的工

艺专著，由文人记录的各式工艺以及与之有

关的著作a也相继产生。

三

传统手工艺所体现和依托的相关知识体

系，主要是通过行为方式或其他非文字记录

方式传播和传授的各种知识（如民间社会生

活中的各种常识和专门知识），与以文字为媒

介的经典知识体系相互映衬，互为补充，共同

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传统手工艺之本体

所体现和依托的知识体系，具体涉及手工艺

a 明代的有髹漆艺人黄大成的《髹饰录》，计成的

《园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文震亨的《长物

志》，高濂的《遵生八笺》，王圻、王思义的《三才图

会》，赵士祯的《神器谱》，方以智的《物理小识》，

王征的《泰西奇器图说》等。清代的有朱琰的《陶

说》，程哲的《窑器说》，蓝浦、郑廷桂的《景德镇陶

录》，梁同书的《笔史》，张燕昌的《羽扇谱》，周嘉胄

的《装潢志》，沈寿口述、张謇记录的《雪宧绣谱》

等。

产品制作过程中的材料、工艺和形态等方面

的专门知识与生活常识，以及与之有关的品

质、规格、配置和传说故事等方面的内容。长

期以来，为了便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传播，

人们将与之相关的专门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制

作工艺程式和器物使用的范式、程序、口诀

以及传说故事等，并通过传统手工艺的父子、

师徒、作坊和社会生活等途径进行传承和把

握。久而久之，形成了“知者创物，巧者述之，

守之世”a的状况，一直延续下来。

自古以来，“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

不可”b。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手工艺之发展，

是在完整地认识和了解自然天成的材料之物

a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

审定《周礼注疏》卷39《冬官考工记第六》，李学勤

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12月，第1059页。

b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浦卫

忠、龚抗云、于振波、胡遂、陈咏明整理，杨向奎审定

《春秋左传正义》卷38《襄公二十七年》，李学勤主

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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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手工艺相关的思考与演讲及其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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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产品不再是单纯的生活用品，其中的一部

分已经开始转为艺术品。不受拘束的文人士

大夫在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只好把自己的志

趣和精力转移到他处，参与到园林、家具、雕

刻、髹漆、陶瓷、服饰以及文房清玩的制作过

程中，其雅致的趣味通过手工艺人在器物的

结构、造型、装饰等方面表现出来，因而对清

代及后世的手工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种

精美的作品不断涌现，有许多达到了登峰造

极的水平。

另外，明清时期的一些优秀的手工艺人

在总结行业经验的基础上，撰写出专门的工

艺专著，由文人记录的各式工艺以及与之有

关的著作a也相继产生。

三

传统手工艺所体现和依托的相关知识体

系，主要是通过行为方式或其他非文字记录

方式传播和传授的各种知识（如民间社会生

活中的各种常识和专门知识），与以文字为媒

介的经典知识体系相互映衬，互为补充，共同

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传统手工艺之本体

所体现和依托的知识体系，具体涉及手工艺

a 明代的有髹漆艺人黄大成的《髹饰录》，计成的

《园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文震亨的《长物

志》，高濂的《遵生八笺》，王圻、王思义的《三才图

会》，赵士祯的《神器谱》，方以智的《物理小识》，

王征的《泰西奇器图说》等。清代的有朱琰的《陶

说》，程哲的《窑器说》，蓝浦、郑廷桂的《景德镇陶

录》，梁同书的《笔史》，张燕昌的《羽扇谱》，周嘉胄

的《装潢志》，沈寿口述、张謇记录的《雪宧绣谱》

等。

产品制作过程中的材料、工艺和形态等方面

的专门知识与生活常识，以及与之有关的品

质、规格、配置和传说故事等方面的内容。长

期以来，为了便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传播，

人们将与之相关的专门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制

作工艺程式和器物使用的范式、程序、口诀

以及传说故事等，并通过传统手工艺的父子、

师徒、作坊和社会生活等途径进行传承和把

握。久而久之，形成了“知者创物，巧者述之，

守之世”a的状况，一直延续下来。

自古以来，“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

不可”b。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手工艺之发展，

是在完整地认识和了解自然天成的材料之物

a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

审定《周礼注疏》卷39《冬官考工记第六》，李学勤

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12月，第1059页。

b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浦卫

忠、龚抗云、于振波、胡遂、陈咏明整理，杨向奎审定

《春秋左传正义》卷38《襄公二十七年》，李学勤主

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月，第10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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