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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有着顽强的生
命力和少有的延续性。在世界上诸多古老文化中，如古埃及
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有
的早已灭绝，有的遭到破坏，出现大断层。中华文化虽然也几
经跌宕，却始终不断，并且代有发展。这与古代中华民族的精
神密切相关。这些基本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珍
惜，继承和大力弘扬的。为了帮助青少年朋友了解中国的悠
久历史和文化，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百挠的发展历
程，了解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我们特编写了这套
《中华青少年百科经典》。

本套书集纳大量的历史文化细节，以丰富的知识和史料，
娓娓讲述各类事物精彩的历史文化，内容涵盖中国陶器、青铜
器、剪纸、玉石、漆器、纺织等方方面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
切逼真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独特而百态纷呈的生活景观。蕴涵
着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绵延不绝的永
恒价值与魅力。

我们努力使这套百科精萃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经
典读物，经过潜心研究、探讨、搜集整理，又承蒙有关人士的指
导及各位挚友们的名示，得以编写而成的。是一套集学术性、
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书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青

·１·



少年朋友从拥有《中华青少年百科经典》开始，中国历史文化
宝库的大门由此而开启，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你我得
以在此流连忘返，受用无穷。

因本人才疏学浅，知识匮乏，差错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朋
友们批评指正，以便改进，谢谢合作！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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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陶器的发明

第一节 陶器发明概述

宁封丈人烧陶的传说: 宁封丈人又名“龙侨真人”，是道
教尊奉的一位神仙。传说他曾做过黄帝时期管理陶器生产的
官，精通烧窑工艺。有记载青城山建福宫后面有山，叫丈人
山。传说轩辕黄帝曾问道于宁封丈人处。宁封因封于宁山，
故名宁封。那时洪水泛滥，人民居住在洞穴中，每到山下取
水，无取水物，就用山下润湿泥土为器，但易碎。宁封偶烧野
兽，于火中得硬泥，遂悟制陶之理，故传说宁封为黄帝陶正。
一次架火烧陶，宁封到窑顶添柴火，哪知窑烧空了，窑顶忽然
塌陷，宁封葬身火窟。但人们见灰烟中有宁封形影，随烟冉冉
上升，便说他火化成仙了。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
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
人们把黏土加水混合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
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
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
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
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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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
尽的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 “古奎是
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黏土涂于可
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黏土一种可以达
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恩格斯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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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
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
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的。

古代人类大多依山傍水而居，他们需要寻找贮水、汲水、

贮存和蒸煮食物的器具。从技术上来讲，很早就知道土壤加
水就具有可塑性，加上用火的丰富经验，这些都是制作陶器的
准备条件。另一个条件就是要“定居”，因为陶器不易携带，

既笨重又容易破损。当然，陶器的生产又促使定居生活逐渐
巩固下来。

有人推测，古人为了使枝条编制的器皿耐火和密致无缝
而涂上黏土，经过火烧之后，黏土部分很坚硬，进而发现成型
的黏土不要内部容器也可以烧制成器，这可能是最原始的陶
器。也有人认为，古人是偶然发现用手捏成的器物经火烧之
后变得结实了，而且不怕水，因此而发现了陶器。

我国已发现距今约 1 万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残陶片。河
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经鉴定为 10800 ～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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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遗物。此外，在江西万年县、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英德
县青塘等地也发现了距今 10000 ～ 7000 年的陶器碎片。

我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残陶片，质地粗糙，厚薄不
等，掺杂有大小不等的石英粒，质松易碎。用以烧制这些陶器
的原料都是就地取土。根据这些陶片中存在的矿物，以及测
量少数陶片的烧成温度，可以确定这些陶器的烧成温度大致
在 700℃。在这些遗址中没有发现窑炉遗迹，可以推断是平
地堆烧的。器型都是用盘筑或手工捏成型的罐、钵之类的小
型陶器。虽然这些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低，但
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大大地改进
了原始人的生活质量。

距今 5、6 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

黑陶次之。当时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从出土的
文物来看，当时的制陶业以比较发达，已发掘的陶窑遗址大部
分在村落附近，表明为部落集体所有。烧制陶器的黏土是经
选择具有一定塑性的黏土。陶器基本上是手制成型，也有部
分小型器件采用模制。到了仰韶后期开始出现慢轮修整，普
遍使用陶窑烧制陶器。在陶窑中陶器不再直接在火焰上烧
烤，火力也比较均匀，减少了陶器的龟裂和变形。这是一个相
当大的进步。最能反映当时制陶水平的是细泥彩陶，它表面
呈红色，里表磨光，且造型独特，可见当时的制陶工艺已达到
相当成熟的阶段。此外这些陶器上还绘有生动逼真、美丽的
图案，这充分表现了绘画者的想像力和创造才能，这些都为我
们提供了了解原始社会先民生活和生产的可靠信息。

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制陶工艺的珍品是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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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这种陶器器壁薄如蛋壳，而坚硬厚度仅 1 ～ 3 毫米，表面
漆黑有光。烧制这种陶器的关键工艺是在烧成后期，用泥封
窑顶，同时渗水入窑，烟熏渗碳。

江南印纹硬陶

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后期，在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
了一种印纹硬陶。由于原料中酸性氧化物相对增加，因此烧
成温度达 1100℃。到了商代印纹硬陶开始大量生产，它吸水
率低，外形美观，坚硬耐用，成为当时深受欢迎的陶器品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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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陶器发明的意义

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安居乐
业后，人们的审美要求也随之强烈。而足以代表我们先民审
美能力和灵巧制作能力的，便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
的彩陶和后期龙山文化的黑陶。

仰韶文化彩陶双耳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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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不会挖井取水，只有沿河而居，因此黄河两岸的人们
在这里劳动生活，我们今天发现的陶器残片便是沿着黄河上
游而下获得的。

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陶器在人
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丰富了生活用具，也加强
了定居的稳定性。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利用火的威力改变事物的化学性质
的第一次创举。它加速了生产的发展，从而使人类的定居生
活更加稳固，是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偶然与必然的结果。

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中说: “一些考古学和民俗学的材料
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人类在陶器出现以前，曾以人或兽的脑
壳、竹筒或编织物等作为盛水的器皿。这些球形或半球形的
感受，奠定了他们制作陶器的心理基础……”

陶质材料的发展最初发现，也可能不是从制作器皿开始
的。人们推断在原始人开始用泥巴填充筐篮后，由于某种偶
然的原因，比如在一场大火之后，人们眷恋地来到曾经生活过
的地方，意外地发现除石器之外，其他日用品几乎都烧焦了，

惟独那些原来的泥制品却意外地变得坚硬起来，从而启发了
人类开始制陶。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陶器的产生不可能只
是因为一次偶发事件。实际上制陶工艺的成功是原始人数万
年探索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火种的保留与火的利用对早期
工艺美术来说至关重要。

陶器是人类利用自然物为原料，通过高温化学反应而制
造出来的一种最有用的器皿。在此以前，人类制造石器、针
器、木器等等，都只是改变了自然物的形态，而没有改变它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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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然而，用黏土烧制陶器，不但改变了自然物的形态，
而且也改变了它们的本质。黏土是某些矿物风化的产物，如
云母、石英、长石、高岭石、多水高岭石、方解石以及铁质有机
物等。在 800℃以上的温度下烧结时，黏土发生一系列的化
学变化，包括失去结晶水，晶形转变，固相反应以及低共熔玻
璃相的产生等。松散的黏土颗粒团聚在一起，使制品变得更
加致密，并具有一定的强度。

与其他由自然物制成的容器比较起来，陶器具有耐火、抗
氧化、不易腐蚀等一系列突出的优点。此外，还能随心所欲地
制成各种形状和不同的规格，这比加工一件石器或木器要容
易得多。再说，制陶原料地面上比比皆是，取材方便，资源丰
富。这一系列优点，赋予陶器以无限的生命力。它一经出现，
就成为人类生活和生产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制陶技术的出现，是古代设计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性的
突破。通过火的运用，人们把松软的黏土变成了坚硬的陶器;
通过水的运用，人们把以适当成分配料的陶土变成各种随心
所欲的新形态和新用具。它改变了物质的本来属性，扩大了
人的设计领域，使人在设计活动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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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古代陶器的种类

一、红陶

红陶在中国出现最早，红陶烧成温度在 900 度左右。根
据考古发掘资料，黄河流域距今 8000 千年的裴李岗文化和距
今 5000 年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都以泥质红陶和夹
砂红褚陶为主。

泥质红陶双耳罐

二、彩陶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一项卓越成就，是用赭、红、黑等色绘
饰的陶器。彩陶艺术，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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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它是在陶器未烧以前就画在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
器物表面不易脱落。有的在彩绘之前，使彩绘节纹之前，先涂
上一层白色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

彩陶花纹主要是花卉图案和几何形图案，也有少数动物
纹。几何形图案主要有:弦纹、网纹、锯齿纹、三角纹、方格纹、
垂幛纹、漩涡纹、圆圈纹、波折纹、宽带纹，并有月亮、太阳、北

漩涡纹彩陶壶罐

彩陶钵绘鸟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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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星等纹样。动物纹样，常见的有鱼纹、鸟纹、蛙纹等。兽纹
较多的是猪纹、狗纹和鹿纹，有的奔驰，有的站立。这些动物
形象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渔猎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
地位。

人物纹样较少见，1973 年在青海大通县出一件陶钵，其
口沿内壁上画有三组跳舞的人群，五人一组，舞人动作整齐，

姿态优美，精美异常。植物纹样，在距今 6800 年的浙江河姆
渡文化陶器上，发现有稻麦粒、枝叶、花瓣，甚至有些已概括成
为几何形体，并和几何形纹混合在一起构成纹样，形成一种独
特的风格，别有一番情趣。

三、黑陶

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黑陶的烧成温度达 1000 度左右，

黑陶有细泥、泥质和夹砂三种，其中以细泥薄壁黑陶制作水平
最高，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这种黑陶的陶土经过淘

龙山文化蛋壳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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