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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迅猛向前发展的阶段，而社会发展是

否进入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教育在这个国家所

占的比重。在我国，教育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二

十世纪末开始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到今天，我国的教育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社会的更加快速的发

展，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所以教育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例如

在学生的知识体系如何构建、教学理念如何创新以及素质教

育的深入研究等方面。还有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建立知识

和谐型社会，这些都是全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引

起人们的思索。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重要手段。

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向广大学生提供高品位、高质量的精

神食粮，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

更好地贯彻“十一五”精神，更好地面对目前我们探讨的一系

列问题，我们特推出此套学生实用工具书，包括历史、文学、

体育、建筑、艺术、生物、地理、化学、戏剧、交通等多个学科和

领域。各学科以实用为标准，进行科学的分类，力争将各个

学科的知识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出知识点、重点、难点。



本套丛书知识覆盖面广，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兼

具知识性与实用性，是学生学习各种知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套实用工具书手册。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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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术综述

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
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
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
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
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
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
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
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

发展概况
中国工艺美术的原始发生可追溯到远古先民的第一件

劳动工具的创造。凝聚在原始工具里的实用内涵和精神内
涵既确立了中国工艺美术的初始形态，亦确立了工艺美术作
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先导的地位。新石器时代的石玉、牙
骨、编织、缝纫，特别是制陶工艺，已鲜明地显示了中国工艺
美术重视实用和审美相统一的造物思想和设计意匠，亦鲜明
地显示了工匠把握材料性能和制做工艺的能力以及对形式
美法则的认识和运用。商、西周时期，中国工艺美术有了划
时代的进步，工艺造物的实用内涵和精神内涵进一步丰富和
加强。精神内涵中大量渗入的社会意识和宗教意识，使这一
时期的工艺美术具有一种崇高的美学魅力。原始青瓷和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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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获得初步发展，而青铜器和玉器则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春
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工艺美术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经
济实力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理性主义精神的崛起和高扬，使
指向实用功利和现实人生的价值追求，与承继原始文化传统
的充满激情和浪漫色彩的形式有机统一，由此而产生的轻利
活泼、飞动奔放、雄强古拙的美学特征，在陶瓷、漆器和丝织
品上得到充分的表现。三国两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上的转折，造成工艺美术生产格局和价
值追求的变化。生产中心逐渐由北方移向南方，工艺造物趋
向内在人格和心性的显示。这一时期崇尚主体人格精神的
造物倾向和空疏、清静、平淡的审美风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工艺美术的整体发展。青瓷、建筑物件和宗教工艺美术在这
一时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中国工艺美术在初唐和盛唐获
得全面的发展，呈现繁荣发达的景象。织锦、印染、陶瓷、金
银器、漆器和木工等的技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超越了前代。

经济的发达，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使
隋唐工艺美术表现出舒展博大的气势、精巧圆婉的装饰意匠
和富丽丰满的形态特征。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比较完美的范
式和境界出现在宋代，并集中地体现在陶瓷上。发达的手工
业和尚文重理的文化氛围，为保持造物与主体审美理想的和
谐统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一代沉静典雅、平淡
含蓄、心物化一的美学风范。宋代工艺美术充分地物化了中
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它体现和揭示的创造原则至
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蒙古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势
力统一中国后，工艺美术有着一定的发展。染织工艺的织金
锦、陶瓷工艺的青花和釉里红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来自
尚武的游牧文化的影响，元代工艺美术风格趋向粗犷、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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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刚劲。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的时代。资本主义
因素的萌发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和科学的产生，促使
明代工艺美术跨入一个新阶段，织锦、棉纺、陶瓷、漆器、金
工、家具和建筑装饰等门类都得到较全面的发展。明代工艺
美术承继了宋以来的美学追求，并向程式化和完善化发展，

具有端庄、简约、健实等审美特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各
个门类在清代更加完善化，其品种之繁多、技艺之精湛、手法
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前代，呈现出集各历史时期之大成的局
面。导源于上层贵族审美趣味的以技艺取胜的造物观念，在
清代工艺美术生产中进一步强化，以致一代艺术风格日趋矫
饰雕琢、精致繁缛。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工艺美术的
生产格局、产品结构、工艺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呈现着新的面
貌。衰败和新生、模仿与创造、恪守与分化构成近现代中国
工艺美术的基本景观。承袭清代形制的传统工艺在现代工
业文明的冲击之下迅速衰落，而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工艺
美术则迅速崛起，蓬勃发展，清新、简洁、明快的现代工艺美
术标示着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和内涵，因此它与传统工艺美
术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的。现代工艺美术的产生和发展，为中
国工艺造物活动开辟了新的领域，并树立起新的审美风范和
价值标准。

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呈现着两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以实
用为主体的民间工艺美术和以观赏为主体的宫廷及文人士
大夫工艺美术体系。它们作为在不同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生
长发展起来、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种工艺文化形态，有着
不同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功用目的和美学特征。民间工
艺美术主要是自然经济的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
着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使民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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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产品完满地体现了实用、审美一体的基本原则，具有质
朴、刚健、明快的品质。宫廷及文人士大夫工艺产生于官营
或私营手工业作坊之中，迎合贵族和文人阶层的需要和趣
味，因而侧重于显示观念意蕴和追求观赏把玩价值，推崇精
雕细刻、矫饰奇巧。

生产的官营化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现象。早在
西周就出现了隶属于王家官府的“百工“，汉王朝则在周秦官
制的基础上设立了属于少将府的各种工艺美术作坊和工厂，

唐宋时期的少府监显示了官营手工业制度的完备和周详，明
代的御用监、清代的造办处和织造局使官营手工业制度更为
系统和严格。官营手工业机构大都设在中心城市或皇宫，材
料无偿占有，工匠无偿劳役，生产不计成本，产品不参加商品
流通。在这种封闭的经济结构中产生了追巧夺末、争奇斗艳
的宫廷工艺美术，它作为反映统治阶级精神需要的理想样
式，影响和规范着封建时期的中国传统工艺美术。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崇尚“形而上”之“道”，而贬抑“形而下”

之“器”。因此，以功用为目的的工艺美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
技”而属“抑末”之列。这种偏见显然抑制了理论方面的建设，

致使中国工艺美术缺乏完备系统的理论著述。但是，中国工艺
美术一直是按照自身的思想和原则发展的。其个性化的面貌
无疑取决于中国工艺思想和造物原则的倾向性和独创性。很
少见诸文字的中国工艺思想和造物原则强调工艺造物的社会
价值和社会功用，追求心灵与物质的交融统一，主张自然性与
人工性的中庸和谐，注重工艺造物活动的整体有机性，力求协
调天时、地利、材质、技术诸因素间的关系。

凝聚着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工艺美术，

在国际性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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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西传了精美的丝织品，也
西传了东方的蚕种和织造技术。陶瓷之路更是跨越中世纪
东西世界的一条纽带。瓷器的外销不仅把中华民族的伟大
发明转化为全人类的文明财富和世界性生产产业，而且也影
响了所到之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２０世纪中叶后，

中国工艺美术更是全面地走向世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文化
经济的交流。

分类
中国工艺美术有着广阔的领域，门类纷繁，样式众多，主

要分为以下几类：①按工艺美术的功能价值可分为实用工艺
美术和陈设工艺美术。实用工艺美术即含有审美意匠的生
产、生活用品，如服装、器用和工具等；陈设工艺美术即集中
展示材美工巧或造型装饰之审美意匠而专供观赏的工艺品，

如牙雕、玉雕、景泰蓝等。②按工艺美术的历史形态可分为
传统工艺美术和现代工艺美术。传统工艺美术即具有悠久
历史、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反映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
工艺造物。如四大名绣、北京雕漆、宜兴紫砂陶、广东象牙
球、扬州玉器等；现代工艺美术即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新
兴并反映现代文化精神和生产需要的工艺造物，如现代陶
艺、广告设计、书籍装饰、包装装潢等。③按工艺美术的生产
方式可分为手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手工艺美术，即采用手
工制作的工艺造物；工业设计，即运用现代材料和工业技术
制造的工艺造物。④按工艺美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会
层次可分为民间工艺美术、宫廷工艺美术和文人工艺美术三
类。民间工艺美术是作为生产者的劳动大众为自身需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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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工艺造物，宫廷工艺美术是按封建贵族统治者的需要制
作的工艺造物，文人工艺美术则是为封建文人阶层的需要制
作的工艺造物。以陈设品为主的宫廷和文人工艺美术是封
建时代的产物，在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以后，作为民族文化遗
产即特种工艺被加以保护和继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职
业设计家和艺匠制作的工艺美术品，成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
美价值的商品。⑤按工艺美术材料和制做工艺一般可分为雕
塑工艺（牙骨、木竹、玉石、泥、面等材料的雕、刻或塑）、锻冶工
艺（铜器、金银器、景泰蓝等）、烧造工艺（陶瓷、玻璃料器等）、木
做工艺（家具等）、髹饰工艺（漆器等）、织染工艺（丝织、刺绣、印
染等）、编扎工艺（竹、藤、棕、草等材料的编织扎制）、画绘工艺
（年画、烫画、铁画、内画壶等）、剪刻工艺（剪纸、皮影等）种类。

现在习惯上通常将传统工艺美术分为雕塑工艺、织绣工艺、编
织工艺、金属工艺、陶瓷工艺和漆器工艺６类；随现代工业生产
发展起来的现代工艺美术则一般按产品对象分为室内环境设
计、染织设计、服装设计、日用工业品造型设计、日用陶瓷设计、

商业美术设计和书籍装帧设计等。

美学特征
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以勤劳和智慧为人类

工艺文化历史创造了境界独到、风范高雅、魅力永恒的工艺
造物样式。中国工艺美术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
美意识，富有鲜明的美学个性，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①和谐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重视人与物、用与美、文
与质、形与神、心与手、材与艺等因素相互间的关系，主张
“和”与“宜”。对“和”、“宜”之理想境界的追求，使中国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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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性；外观的物质形态与内涵的精神意
蕴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感性的关系与理
性的规范的和谐统一，材质工技与意匠营构的和谐统一。

②象征性。中国工艺思想历来重视造物在伦理道德上
的感化作用。它强调物用的感官愉快与审美的情感满足的
联系，而且同时要求这种联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受制于强
烈的伦理意识，中国传统工艺造物通常含有特定的寓意，往
往借助造型、体量、尺度、色彩或纹饰来象征性地喻示伦理道
德观念。这种象征性的追求常常使宫廷或文人工艺美术沦
为纯粹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展示，造成矫饰之态或物用功效的
损害。相比之下，更多以生产者自身的功利意愿为象征内涵
的民间工艺美术则显得刚健质朴，充满活力。

③灵动性。中国工艺思想主张心物的统一，要求“得心
应手”，“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使主体人的生命性灵在造物
上获得充分的体现。中国传统工艺造物一直在造型和装饰
上保持着Ｓ形的结构范式。这种结构范式富有生命的韵律
和循环不息的运动感，使中国工艺造物在规范严整中又显变
化活跃、疏朗空灵。

④天趣性。中国工艺思想重视工艺材料的自然品质，主
张“理材”、“因材施艺”，要求“相物而赋形，范质而施采”。中
国传统工艺美术在造型或装饰上总是尊重材料的规定性，充
分利用或显露材料的天生丽质。这种卓越的意匠使中国工
艺造物具有自然天真，恬淡优雅的趣味和情致。

⑤工巧性。对工艺加工技术的讲求和重视是中国工艺
美术的一贯传统。丰富的造物实践使工匠注意到工巧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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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的审美理想境界：去刻意雕琢之迹的浑然天成之工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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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尽情微穷奇绝之雕镂画缋的工巧性。

现代的中国工艺美术随历史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
段。传统工艺虽然失去了原来的主流地位，但它仍然继承了
以往的优秀传统，保持着中国工艺造物的一贯美学特征。在
工业文明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的现代工艺美术，不断在内涵
与形式上反映新时代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建立起一种崭
新的审美样式和审美风范。单纯、简洁、明快、便利的现代工
艺美术不仅现实地构成人们身边那些富有现代气息的生活
环境，同时也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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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术历史发展概况

中国原始工艺美术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早在１８０多万年前，中华民族

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劳动使人

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促使了自身各种机能的发展和提

高，为人类从事艺术活动提供了物质的和生理的基础，即劳

动产生艺术。原始工艺美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实用性与艺

术性的紧密结合，艺术性服从于实用性。中国原始工艺美术

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石器
将便于手持的石块加工出刃或尖等形状，作为生产工具

使用。因功能的不同，可分为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其

中有石斧、石锛、石铲、石锄、石刀、石镰、石凿、石矛、石镞、石

球、石磨盘、石磨棒等器具。石器的制作程序，最初先以一石

块击打另一石块，稍做加工，即可使用；再发展为对所击断面

做进一步加工处理，使其整齐，以符合所需形状的要求；后又

用琢制和磨制加工的方法，对整个石器全面加工，使石器刃

部规整、锋利、平齐，又使表面光滑、平整，富于美观。有的石

器还进行钻孔，以利于装柄使用，或便于携带。石器因加工

制作方法的不同及使用次序的先后，又有旧石器时代、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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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分，前者是用打制方法制成的较为粗
糙的石器，中者是打制兼个别磨制，后者是指在打制基础上
再经磨制加工而成的石器；在使用时间上，旧石器时代远远
超过了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中国原始社会的石器遗存非常丰富，其出土发现已遍及
全国各地。它的发展一般可分为３个时期：①早期，以距今

１８０万年前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以及陕
西蓝田人和北京人的石器为代表。石器无定型，仅用一块石
头敲击另一块石头，略微加工后即可使用，有时直接使用现
成的天然石块；至北京人晚期，石器加工的成分已明显增加，

有的甚至打出较锋利的薄刃，或打成圆球状及其他砍砸器。

②中期，以山西丁村人的石器为代表。石器多用黑角页岩制
成，加工比早期精细，出现了多种打制方法，石器形状较大，

种类较多，已趋定型。③晚期，以内蒙古河套人和北京山顶
洞人的石器为代表。石器加工更为精细，表面光滑整洁，造
型比例适度，种类繁多，出现了定型的石器。另外，河姆渡文
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的遗址中也出土有大批用途不同，

种类繁多，表面加工光洁精巧的石器。

陶器
中国原始陶器约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其陶器制作，一般

要用已淘出杂质的粘土，做成泥陶坯，后用火烧制。如用高
温烧制，则事先需掺入适量的砂子，以防爆裂。制坯方法有：

在编织的容器外表上涂泥、捏制、盘筑泥条、轮制等；坯胎的
表面加工分压磨、涂陶衣、彩绘、压印、堆贴、刻画等。先后出
现的种类有灰陶、红陶、彩陶、黑陶、印纹陶、白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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