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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可谓是研究近代枫溪窑史的开山之作，作者在地方窑资料大量搜集、研究的基础上，站在近代海
内外潮人这一族群的高度，揭示近代潮人下南洋、海外创业以及陶瓷外销与技术外传的发展规律和文
化特征，为了解近代潮州枫溪陶瓷发展历史及研究近代海外潮人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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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高级工艺美术师。崇尚东方传统文化，亦商亦学亦艺。近十余年来主要从事潮州窑历史研究及
陶瓷艺术创作。著作有《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瓷都瓷塑名家林鸿禧》，与黄挺教授合编《南国瓷珍
——潮州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个人主编《潮州颐陶轩》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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