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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概摇 述

第一节摇 什么是工艺

工艺就是实用艺术的一种，又归于广义的造型艺术。工艺

是工艺美术的简称。通常指的是在外部形式上经过艺术的处

理、带有明显审美因素的日常生活用品、装饰品这一类实用艺

术。它以“工艺”和“美术”的存在为前提。工艺是指将材料或

半成品经过艺术加工制作为成品的工作、方法、技艺等；美术指

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形象，使人通过视觉

来观赏的艺术；工艺美术则是指用美术造型设计与色彩装饰的

方法和技巧来制作各种物品的艺术。

中国传统工艺，是历代中国人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和精神

需要，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手工技艺所创造的手工艺品以及相

应活动的总称。作为中华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工

艺美术的一般特征，又显示了民族文化的鲜明个性。中国传统

工艺有烧造、铸锻、织绣、印染、编结、木作、髹饰、营造、装潢、扎

糊、剪镂、刻印、画绘、雕锈、塑作等技艺类型。现在被习惯地划

分为陶瓷、金属、染织、漆器、家具、编结和雕塑等几大门类。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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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起源于人类开始制作工具的时代，是人类起源的直接

佐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

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

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工艺大多为劳动人

民直接创造，是人民群众艺术创作的基本形式之一。作为艺术

的一种，它是从手工业生产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门后才形成

的，高尔基在《论文学》中说过：“艺术的创始人是陶工、铁匠、金

匠、男女织工、油漆匠、男女裁缝，一般的说，是手工艺匠，这些人

的精巧作品使我们赏心悦目，它们摆满了博物馆。”可见，工艺

是对手工产品进行造型和装饰的美化技艺活动，是在历史上形

成的与物质生产直接联系着的工艺文化。工艺是绘画、雕塑和

书法等艺术之母。工艺的范围广泛，品种繁多，通常有两种分类

方法。一种是将它分为日用工艺和陈设工艺两大类：前者指经

过装饰加工的生活日用品，如花布、茶具、餐具、灯具、绣花织品、

编织物、家具等；后者则专指供观赏用的陈列品，如象牙雕刻、绢

花、麦秆贴、金银首饰、装饰壁等。另一种是从制作特点和艺术

形态的角度，将工艺分为传统工艺、现代工艺、装潢美术、民间工

艺四大类。工艺的制作，常因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文

化技术水平、民族习尚和审美观念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时代

风格、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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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摇 中国工艺渊源

中国传统工艺始于旧石器时代。那些凝聚着原始实用内涵

和精神内涵的打制石器，如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可谓传统

工艺的初始形态和中华造型艺术的先导。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石器、玉器、骨器、木器、漆器、织品和编

结物，特别是陶器，鲜明地显示了中国传统工艺兼重实用与审美

的造物思想和设计匠意，显示了先民把握材料和技艺的能力，以

及对形式美法则的认识和遵循。

商周时期，中国传统工艺有了划时代的进步，物品的实用和

精神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加强。大量渗入的社会意识和宗教意

识，使之普遍具有崇高的美感。原始青瓷和漆器获得初步发展，

而青铜器和玉雕则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工艺，显示了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经

济实力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理性精神的崛起，使重视实际功用

和社会人生的价值追求，与继承原始文化传统的充满激情和浪

漫色彩的艺术形式有机统一。由此产生的活泼奔放、雄强古拙

的美学特征，在陶瓷、漆器和丝织品上得到充分表现。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整个意识形态

上的转折，造成工艺格局和价值追求的变化。生产中心渐由北

方移向南方，造物趋向内在人格和心性的显示。崇尚主体精神

的价值倾向和清静、平淡的审美风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工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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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整体发展。青瓷、建筑和宗教工艺，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国传统工艺在初唐和盛唐获得全面发展，呈现繁荣发达

的景象。染织、烧造、锻金、髹漆、木作的技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

超越了前代。经济的发达、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人的思想意识的

解放，使唐代工艺表现出舒展博大的总体气势、精巧圆婉的装饰

匠意和丰满富丽的形态特征。

在宋代，中国传统工艺形成比较成熟的范式，较充分地体现

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发达的手工业和尚文重理

的文化氛围，促进了造物与主体审美理想的和谐发展，形成一代

沉静典雅、平淡含蓄、心物化一的工艺美学风范。这在瓷器上表

现得淋漓尽致。宋代工艺所揭示的造物原则，至今仍有现实

意义。

蒙古族统一中国后，传统工艺有一定的发展。染织工艺的

织金锦，烧造领域的青花和釉里红，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受

尚武的游牧文化影响，元代工艺风格趋向粗犷、豪放和刚劲。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强盛时代。传统工艺随社会生产力

的提高而跨入新的阶段，丝织、棉纺、印染、陶瓷、漆器、金属器、

家具和建筑装饰等品类全面发展。明代工艺继承宋以来的美学

追求，并向程式化和完善化方面推进，具有端庄、简约、健实等审

美特点。

中国传统工艺在清代更臻完善，其品种之繁多、技艺之精

湛、手法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前代，呈现集大成的局面。导源于

贵族审美趣味的以技巧取胜的价值观念，在清代工艺中进一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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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风尚日趋矫饰雕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工艺美术的生产格局、产品结构、工艺

思想和艺术风格呈现另一番面貌。沿袭清代制式的传统工艺，

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日趋衰落，而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工艺

则迅速崛起、蓬勃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工艺虽然失去

了原先在实用领域的主流地位，却以手工艺特有且不可替代的

高情感优势，全面地转向审美领域，构成补偿机器文明负效应的

必要的审美文化形态。

第三节摇 中国工艺思想

尽管缺乏完备系统的理论著述，但是，中国古代有关工艺思

想的阐发却十分丰富。从圣哲的经典文论到工匠的口传艺诀，

从《考工记》《营造法式》《天工开物》《髹饰录》《园冶》《陶说》

《绣谱》等工艺专著到《燕闲清赏笺》《辍耕录》《闲情偶记》等文

札笔记，都记录了古人有关工艺本体、工艺创造、工艺美学的思

考，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道器、体用等范畴的认识，规范了中华工

艺思想的本体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

人认为工艺造物是宇宙本体的一种现象。作为宇宙生命运动普

遍规律的“道”，无形却表现于有形；其形质的结合便构成具体

事物，这就是“器”。有如车室皿器之类的具体事物，一切工艺

造物皆属于“器”。因此，传统工艺思想主张“道体器用”，即以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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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体（本体），以器为用（现象）。对工艺造物，古人常以“器

用”相称，便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现象性的存在。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道器为一、体用不二，本体与现象不可割

裂。在中国人看来，虽是现象性的“器用”，工艺造物却绝不是

脱离宇宙生机系统的东西。它被嵌定在一个生机的关系网络

中，像其他社会事物一样，担负着体现包括自然和人文在内的宇

宙之“道”的神圣使命。中华工艺思想主张顺乎自然，物以载

道，器以象生，表现出重道体、讲关系、求和谐的倾向，都是这种

宏观本体论的反映。

就世界微观构成而言，中国人把工艺造物的妙用视为宇宙

大道的具体体现。传统工艺思想阐明，现实中具体事物的体用

关系，表现为实体和作用的关系，即所谓“器体道用”。也就是

说，“器”是具体事物的形质之体，而“道”则是扶持该形体的妙

用之基。例如，以车为体，则以乘为用；以器为体，则以贮为用。

这种意义上的“用”，并非事物形、色、质、构的客观属性，而是

“以人为依”的作用或功用。显然，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的“道”，

不是那种大而无当的抽象存在，而是关怀人生、切实具体的功

用。诚因如此，中国哲人直言：“百姓日用即道”。

传统哲学在具体事物上揭示的体用关系，是中华工艺主张

致用为本、重已役物的理论依据。所谓“开物成务”、“备物致

用”、“立功成器”，都是要求工艺造物以其实际效用利益天下人

生。这种重实践、贵人事、尚功用的本体观，是中华工艺思想弥

足珍贵的内涵。应该指出，以人为依之“用”，不尽然是便利的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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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功能，还包括成就理想人格的教化作用。就造物对人的全

面占有要求和文化本质的充分实现负有责任而言，这种物用论

是深刻的。当然，偏执的理解也往往导致以宣扬伦理道德之

“用”压倒甚至取代物质生活之用的消极倾向。如古代理学家

所谓：“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不正便是无序，无

序便乖，乖使不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的一个侧面，工艺

本体观难免会浸染强烈的政治和社会伦理色彩。

有关工艺创造观的原则性阐述，可见于中国最早的工艺典

籍《考工记》。书中指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

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意思是说：工艺创造势必涉及时间节

气、空间地理、材料物性和行工技艺四项因素。只有综合把握和

利用它们，才能够获得精良的产品。体其精神，不妨把这一原则

概括为：合以求良。

“合以求良”是“天人合一”精神的演绎和体现，显示出一种

力图全面把握、协调宇宙万物相互关系的高远意图。就技术内

容而言，这一原则昭示了中华工艺创造观的一些有积极意义的

具体思想主张。结合《考工记》对制弓工艺的具体论述，我们可

以对“合以求良”做几方面的理解：其一，主张生产时空与自然

时空顺应不悖，以求造物与造化沟通交流。例如，冬天宜剖析弓

干，春天浸角，夏天治筋，秋天合成；弓材以燕地牛角、荆州的弓

干为好。其二，主张行工技艺与物材性理顺应不悖，以求人工与

天工和谐统一。例如，剖析弓干务必顺其木理，剖析牛角则不要

歪斜；弓的表里漆痕应该自然相合，如同人的手背过渡到手心的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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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其三，要求器物文质与人格身心顺应不悖，以求物理与人

文配合无间。例如，弓制应因使用者的体形、意志、血性气质而

异。倘若这些方面都做到了，也就是“合”了，那么造物活动就

能取得圆满的结果。

中国古代有关工艺创造的主张，丰富而精辟。诸如“因地

制宜”、“量料取材”、“因材施艺”、“天工开物”、“审曲面势”等

等，剖析开来，这些主张与“合以求良”的思想一脉相承。

寻绎中华工艺思想，如果可将其创造观概括成“合以求良”

的话，则可将其审美观归纳为“合而为良”。

中国古代论工论艺，强调“尽善尽美”、“形神兼备”、“文质

彬彬”、“得中合变”、“质则人身，文象阴阳”、“巧而得体，精而

合宜”。从中反映出以“中庸”为度，以“合度”、“合宜”为理想

境界的工艺审美观。所谓“合度”、“合宜”，乃是物质因素与人

文因素、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外观形式与内涵意蕴、装饰纹理

与质地结构、人工意匠与天然情趣等关系，在器物上达到有机统

一、和谐交融。这种审美观与整个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是一致的。

尊奉“中庸”审美法度的中国工匠，反对走极端的造物作风，鄙

薄脱离实用、缺乏意蕴、悖反物理、刻意雕饰的品物。那些合度、

合宜的工艺创作，往往被誉为天成之作、巧夺天工或鬼斧神工。

第四节摇 中国传统工艺的美学个性

总结中国传统工艺的审美创造，其美学个性突出地表现的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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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面。

一、和谐性

中华工艺思想重视人与物、用与美、文与质、形与神、心与

手、材与艺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主张“合”、“和”、“宜”。这种理

想追求，使中华传统工艺呈现高度的和谐性：外观物质形态与内

涵精神意蕴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和谐统一；感性特征与理

性规范和谐统一；材质工技与意匠营构和谐统一。

二、象征性

中华工艺思想重视造物的教化作用，强调物用的感官愉快

与审美的情感满足的联系，也要求这种联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因此，传统工艺造物多含寓意，往往借助形制、体量、尺度、色彩

和纹饰来象征或喻示人生理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宫廷工艺和文

人工艺的象征性追求，多强调社会意识或人格理想；民间工艺的

象征内涵则侧重生产者自身的功利意愿。

三、灵动性

中华工艺思想主张心物统一，强调“得心应手”、“栩栩如

生”，力求在造物上充分体现创造者的思想情感和人的灵性。

中华传统工艺的造型和装饰，一直保持着一波三折的“杂”形结

构模式。这种富有盎然生机韵律和循环往复运动感的结构模

式，使传统工艺造物在端庄规整中显出活跃、疏朗和空灵。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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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趣性

中华工艺思想一贯注重工艺材料的自然品质，主张“理

材”、“量料取材”、“因材施艺”，要求“相物而赋形，范质而施

采。”在造型和装饰上，中华传统工艺尊重材料的特性，善于充

分利用或表现材料的天成丽质。这种卓越的意匠，使传统工艺

造物多有自然质朴、恬淡优雅的意味和情致。

五、工巧性

中华工艺思想还重视人的创造性，讲究加工技艺的精巧和

法度。丰富的造物实践使工匠注意到精工巧技所产生的审美效

应，并有意识地在两种不同的趣味指向上追求工巧的理想境界：

一是消除雕琢痕迹、浑然天成式的工巧性；一是尽精微穷奇绝、

雕梁画栋式的工巧性。

第五节摇 有关工艺相关知识

一、工艺师

主要是各行业负责产品制程，例如作业书，制程改善，

粤孕匝孕、云酝耘粤等工艺师的主要职责包括：产品工艺质量问题的

解决，工艺优化等，各种工艺文件的编制，如过程流程图、产品工

艺 云酝耘粤、控制计划、机物料消耗、作业指导书、车间的布局规

·园员·



工摇


艺












﹃
农
家
书
屋
﹄
必
备
书
系
·
第

远












卷

划等。

编制工艺文件的依据主要取决于产品定义要求和配套条件

本身的工艺设计。

工艺是连接产品开发和批量生产的桥梁。

工艺的目的是实现按设计节拍进行有效的生产，并保证与

生产过程有关的产品技术条件和一致性。工艺部门主要包括但

不限于：生产过程软件，设备工程师负责硬件。以总装为例，工

艺部门要负责编制工艺流程、总装线布置、工位设置、建议工艺

器具或工装的配置、作业指导书编制、培训和指导操作工、工艺

持续改进等内容。每一部分工作都要依据相应的原则、规范、要

求和条件进行。

二、花丝工艺

明代细金工艺可分为四大类：花丝工艺、錾花工艺、打胎工

艺、镶嵌工艺。花丝工艺，是将“花丝”进行再加工的制作过程为

花丝工艺，即：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点翠等。

我国首饰有着极为鲜明的民族特色，从明代首饰的工艺制

作来看，首饰的纹样大量采用象征吉祥、美好的图案，龙凤、莲

花、彩云、蝴蝶、飞鸟、吉祥图案、文字等中华民族特有的图案，这

些首饰很少采用某一单独工艺制作，往往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工艺，以期达到较完美的艺术效果，其制作工艺以花丝工艺为

主，有时也配以镶嵌工艺或教花工艺做点缀，做工精细，富丽堂

皇，古色古香，有浓厚的宫廷气息。定陵出土的首饰，制作工艺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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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多样，表现手法多变，技术全面，线条流畅，焊接利落，技法

纯熟，包括打制、雕刻、垒丝、琢玉、镶嵌、焊接等多道工艺过程，

特别是金簪，在其顶部焊接上打制或用极细的金丝编制，垒制作

成的金托，结合镶嵌工艺，在托内镶嵌各色宝石及珍珠或 用金，

玉制成各种优美的装饰，使饰物更加金碧辉煌，珠光宝气，这种

制作方法一般称为“花丝镶嵌”。

三、工艺美学

艺术美学和工艺学的重要分支。是建立在工艺学和美学的

基础上，探讨工艺领域里的美和审美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工

艺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在这些生活日用品中，自觉

或不自觉地积淀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审美理想，产生

了朦胧的工艺美学思想。我国春秋末年的《考工记》是世界上

最早的工艺学理论文献之一。它提出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

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朴素的工艺观，至今

仍可作为工艺制作的基本法则。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

誉为“中国 员苑 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蕴含有丰富的工艺美学

思想，明代黄大成的《髹饰录》，系统阐述漆艺的基本原理，制定

“巧法造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三法则和“二戒”、“四失”、

“三病”的工艺制作原则，已经接触到工艺美学的有关内容。虽

然工艺美学思想的产生很早，但都是零散的，未能上升到理论的

形态。工艺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 员怨 世纪后半叶

英国威廉·莫里斯和“艺术与工艺运动兴起”之后，在我国则是

·圆员·



工摇


艺












﹃
农
家
书
屋
﹄
必
备
书
系
·
第

远












卷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才开始有人研究。工艺美学以研究如何按照美

的规律从事工艺美的创造以及创作主体、客体、本体、受体之间

的关系和交互作用为基本任务，其具体内容是：工艺的审美本质

和审美特征；工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与其他艺术门类

的关系；工艺创造的形式美的法则；工艺的创造规律和应具有的

美学品格；工艺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工艺的发展历程和工艺

观念、流派、风格的兴替嬗变过程；鉴赏工艺的心理机制、过程、

特点、意义、方法等。

四、工艺画

用各种材料，通过拼贴、镶嵌、彩绘、铸锻、髹饰等工艺制成

的图画。它不同于绘画作品，也不包括附于器物上的装饰绘画，

而是相对独立的工艺品。中国工艺画是由附属于器物上的镶嵌

图案发展而来。早在商代就出现在青铜器上镶嵌金银丝、片组

成的装饰图案。战国时期出现羽毛贴画装饰。这一时期漆器工

艺有了重大的发展，许多髹饰技艺被漆画采用。明代福建创制

编织工艺与绘画相结合的纸织画。清代相继出现四川和浙江的

竹帘画、江苏苏州的彩蛋画、安徽芜湖的铁画、福州的软木画等

新品种。圆园 世纪 圆园 年代以后，中国工艺画更加繁荣，陆续出现

树皮画、邮票画、皮毛贴画、棉花画、镶嵌画、卵石画、静电植绒

画、牛角画、贝雕画、羽毛画等。愿园 年代以后，运用新材料制作

的工艺画不断涌现，如树脂画、丙烯丝绸画、沥粉丙烯画等。

中国工艺画按原料分有贝雕画、羽毛画、牛角画、卵石画、彩

·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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