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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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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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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陶瓷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
始于距今７　０００年左右。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
域，尤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
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型上比较规整，而且绘
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
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
半坡文化的彩陶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
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
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
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
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
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
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马家窑文化距今约４　０００年左右，是由半坡文化派
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
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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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处理，
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
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

原古时期的居民都穴居野处，生活的中心都围绕着
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都是釜瓮之类。陶瓷上
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
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
追求美的表现。

马厂文化位于河西走廊一带，在这里出土的彩陶器
型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
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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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
造力的进步。

原始社会文字还没有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
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
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
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
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
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
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
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处在远古时期的人类在制陶过程中，在对原料的探
寻和使用上没有经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火的使用
上也不够成熟，所以制成的陶瓷质地疏松。至新石器时
代的中、晚期，陶器种类开始增多，从泥质或夹砂陶发展
到灰陶、黑陶、彩陶和白陶等。另外，为装饰或提高质量
方面着想，又创造出白色、红色陶衣，以及用Ｆｅ２Ｏ３（黑）、

ＭｎＯ２（红）为着色剂的彩料。在成形工艺上，开创并逐
步完善了轮制、模制、表面抛光、薄胎成形、拍印纹饰等多
项手段。原始的烧成条件比较简陋，这使早期陶器的胎
体多为红棕色。这是因为在烧成过程中，大量空气的混
入形成强氧化焰，使粘土中的氧化铁成分变红、变黄，加
之原料中 Ａｌ２Ｏ３ 较低，助熔剂量高，也对陶器红色的形
成有明显影响。

有关原始人类的陶瓷烧造技术资料，到现在也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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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但从现有资料推测，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是用柴
草在平地上用篝火直接烧制，这种方法至今在许多偏远
落后地区被使用，统称为“无窑烧陶”。仰韶文化的窑型
基本是横穴式和竖穴式，就泥地挖掘而成，以柴草为燃
料，无烟囱，窑内温度较均匀，热量损失较小，烧成温度可
达１　０００度。从龙山文化时期以后，普遍采用竖穴窑，由
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窑室直径１米左右，燃烧时
空气供应较足，使柴草充分燃烧，火焰可沿窑底均匀进入
窑室，使窑内温度提高，可达１　０５０度高温，给后来出现
的馒头窑、倒焰窑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夏、商、周陶瓷

农业生产大约在距今４　０００多年之前开始不断进
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
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
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
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掘实物
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
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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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２　０００年左右。
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
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当时，
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
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
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
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有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
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
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的。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
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
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
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
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
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当时的人们通过长期烧制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
不断改进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
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
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的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
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
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朝时期，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中原一带，据考
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
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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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他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
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
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
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
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
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陶盉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这一时期的烧窑技术有了改
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
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１．８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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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
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
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
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
烧成温度可达１　２００℃。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
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１９５９年，在河南西部偃师二里头发现了二里头文
化，因此而得名。根据其时间的不同，又可区分为二里头
文化早期和二里头文化晚期。

在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中鼎多甫鬲少，还有夹砂长腹
罐、大口尊、圈足盘、平底盆、小罐等，酒器有觚、爵、盎等。
二里头陶器的质料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较多，黑陶（包
括黑皮陶）和棕陶次之，红陶已极少出现。陶器成型技术
基本上都是轮制，兼有一些模制与手制。常见陶器作炊
器用的主要是鼎、罐、甑。陶鼎多为敛口、深圆腹、圆底、
三乳形矮足或扁状高足的罐形鼎，但也有极少数敞口、浅
腹、圆底、三扁状高足的盆形鼎；陶罐多为敛口、深腹略鼓
的平底罐，圆底罐还很少发现，另有极少数口沿上饰有纽
状花边的小陶罐；陶甑多为敞口、深腹、平底的盆形甑，罐
形甑则已很少见到。

在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陶器的表面有花纹装饰，除部
分食器和盛器为素面磨光，或在磨光面上拍印一些回纹、
叶脉纹、涡旋纹、云雷纹、圆圈纹、花瓣纹等图案纹饰外，
绝大部分陶器的表面还是饰印篮纹、方格纹与绳纹。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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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表面加饰数周堆纹、划纹及弦纹在那个时候也是比较
流行的。

秦、汉陶瓷

秦始皇嬴政１３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
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
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嬴政在即位之始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
造大规模的阿房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
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１９７４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
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
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
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
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
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
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
建筑用陶和像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
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低（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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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的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
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汉朝时期。
汉朝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
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
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越窑青釉绳索纹罐·东汉

到了汉朝，大家比较重视墓葬，从而成了习俗，殉葬
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
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
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
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
的器皿外，大量模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

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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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
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
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
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
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
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
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
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
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朝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
非常突出。

汉朝陶瓷造型不仅浑厚而且饱满，许多器型模仿铜
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９５０℃～１　０００℃之
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
纹。到汉朝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
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
大窑室的面积，同时也缩短了器物的烧成时间。

我国最早的色釉是在商周时期出现的，色釉是与器
物本身一起烧成的高温釉。到了汉朝，人类成功地发明
了低温铅釉，即以铅的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在７００℃左
右烧成。釉的着色剂为铜和铁，前者烧出翠绿色，后者则
呈现棕红或黄褐色。铅釉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平整光滑。

在陕西汉武帝时期墓葬中首次发现了汉代的铅釉
陶，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釉陶，汉宣帝时期逐渐增多，到
东汉则风行一时，在当时汉朝境内都有使用。目前，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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