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从文说文物·器物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沈从文说文物·器物篇》

13位ISBN编号：9787562480834

出版时间：2014-5

作者：沈从文

页数：1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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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从文被迫放弃文学创作，后半生数十年文化、艺术、考古、鉴赏、收藏·文物研究的心血之作。
◆沈从文常年与文物为伴，结合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而总结出的经验，以及很多极有见地的观点，
值得历史文化、文物爱好者借鉴。尤其是他从美学角度来品鉴，教会我们欣赏文物之美，这可说是文
物鉴 赏、收藏的必读书，更是美学熏陶的必读书。
◆把中华几千年文物，借大家之眼，看一个遍。
◆以珍贵文物图片，直观呈现不同时代器物之美。
◆美图美文，大家经典之作，名家陆智昌设计，装帧典雅，既便携带，也宜珍藏。
◆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
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
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
味。
——沈从文
著名文学大家沈从文1949年以后转行做了历史文物研究专家，把满腔爱与美的热忱投入到六千年间中
华文物上，专注地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了近四十年交道，对文物的鉴赏和积淀的艺术观同样
是大师级的。本书是“沈从文说文物”系列中的一本，收录了沈从文有关器物类的考古鉴赏文章，将
历史文献和实物考证相结合，对中国古代镜子、陶瓷、玻璃、犀角器等工艺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并
从古为今用的角度谈古代工艺对于现在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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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
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湖南凤凰人，苗族。早年投身行伍，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尝试用各
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1949年以后，改行文物考古，在
文物研究上，他坚持以实物为依据，综合材料、形制、纹样的发展与联系，走自己独特的研究道路，
成为新中国文物鉴赏与文物研究的先驱者，取得了堪与自身文学成就比肩的卓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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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文先生的考古研究编撰。
2、内容虽少却严谨精细，文笔简练。另图片画质好高清好美好喜欢。
3、素养不够，还需再次翻看
4、必须说书的配图相当清晰，遗憾之处就是没有做到，图文不能相得益彰。小开本的确适合携带阅
读。
5、读起来很舒服的小本子。
沈从文先生传奇般的一生。
哈哈
6、王国维是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考证，沈从文是通过故宫文物与传世文献比较研究。感觉扬
之水也是走这条道路。不过，她的文更多偏向于诗文。
7、古代手工艺器物的研究和解读，喜欢。对最后“南山四皓”与“悠然见南山”的解读印象深。
8、59 作为非专业的看起来觉得没什么意思，图还可以但是和内容结合的也不紧密，最后乐趣变成了
找那些穿插其中的红色味道的教科书文⋯⋯
9、文史互证，通俗易懂。
10、还是先生的文章集，其中关于红楼梦注解的几篇很有趣，沈从文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可见一斑。
书中也不只一次号召年轻人，结合文物和史料书籍一起研究，短时间不一定有效果，但是肯下功夫，
定下行十年八年，定能有新发现。
11、除了最后两篇（说“熊经”、“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其余内容皆出自《龙凤艺术》
。这套精装版的“沈从文说文物”，应该就是把重庆大学出版社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分成单册出
了。

12、小小一本很精致，讲的也很专业，可惜我就是随便看看。
13、沈先生对于文物的出处和理解的严谨态度很令人敬佩
14、论及古代镜子发展、玻璃工艺史、瓷器和名物考证的几篇文章。
15、很舒服的小开本
16、内容不多，一会儿就可以翻完，但是绝对严谨精细，也可以看出沈先生对于做学问的态度。以及
，配图美的不可方物啊~
17、“说文物”其实就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分类本，做成了薄本的小册子，读来倒是方便轻巧
。先生对诗文名物的新证颇有意思，只恐现在能如先生一般耐下寂寞埋首文献文物的人不多矣。
18、看了铜镜、玉器、瓷器三个部分，从沈从文那个年代到现在，又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也许这里
记载的一些内容需要更新了。不过读一读也蛮好，能把文章写到这个地步应该也是对这些领域有很深
的研究了。
19、到汉代，青铜镜子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图案花纹也不断丰富以新的内容，特别有代表性的如连续
云藻纹镜，云藻多用双钩法处理，材料薄而卷边，还具楚式镜规格，大径在五寸以内，通常都认为是
秦汉之际的制作。有的又在镜中做圆框或方框，加铸四字或十二字铭文，“大富贵，宜酒食，乐无事
，日有熹”是常见格式。或用“安乐未央”四字铭文，必横列一旁。 其次是种小型平边镜子，镜身稍
微厚实，铜质泛黑，唯用“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八字做铭文，每字之间再用二三种不同简单云样花式
做成图案，字体方整犹如秦刻石。图案结构虽比较简单，铭文却提出一个问题，西汉初年社会，已起
始用镜子做男女间爱情表记，生前相互赠送，作为纪念，死后埋入坟中，还有生死不忘意思。“破镜
重圆”的传说，就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比后来传述乐昌公主故事早七八百年。
20、半路出家能研究出这些还是让人佩服的。
21、很多字都不认识。后面说到商山四皓其实在汉时做南山四皓，陶渊明 悠然见南山，可能指的是他
们，觉得世界一下子变了。。。
22、物件还是要多看才能学习
23、学习。当年陈维昭老师也专门讲过“
24、一本小书，以图片为主，里面生词很多，都是古代器物名称，写的其实很生动的。
25、沈老的为文为人为事没的说，文物研究也是出类拔萃。但是本小册子图文剥离过大，没有形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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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搭配。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比较散乱的感觉。当然，如果对很多文物都了如指掌了，不看图一样
很过瘾
26、文物考古以小见大，从细处发现历史的空白并和记载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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