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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手工业史》

前言

　　为陈振中先生这样的老友的最后著作《先秦手工业史》写序，是我不能辞却的义务，但也是相当
沉重的责任。几次筹思提笔，总觉得对陈先生的业绩和精神体会不足，有负其夫人邢志义女士的委托
。　　陈振中先生与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年同事，虽然不在一个研究所，他工作的经济研究所是
中国经济史学的重镇，同我们历史研究所多有往来。陈先生长我两岁，是甘肃定西人，在兰州大学历
史系读本科后，于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研究生毕业，任教北师大、人大几年，1981年来到
经济研究所。我就是在当时获识陈先生的。　　记得陈先生来找我，就是为了研究先秦时期青铜生产
工具的事。他讲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认为那时流行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罕将青铜用于工具制造的
说法不见得符合事实，需要以考古工作的实际发现进行检验。此后若干年间，我们每有见面机会，他
总是告诉我他在这一问题上调查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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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手工业史》

内容概要

《先秦手工业史》的基本内容是自远古至秦统一前手工业发展的历史。主要有：养蚕织丝和麻、毛、
棉纺织技术的发明和进步；陶、瓷的发明及工艺进步历程；铜、铁、锡、铅、汞等古矿的开采、冶铸
与青铜器、铁器制造的发明和发展；金银器、玉器、骨器、漆器、木作、玻璃器、皮革用品等制造技
术的发明和发展及其工艺的改进；木石、金属工具的制造与逐步改进；建筑、建材、酿酒、煮盐各业
的创始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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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手工业史》

作者简介

陈振中，1931年10月～2005年8月。甘肃省定西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中国
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经济史的教研工作。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后，主要从事先秦经济史的研究，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专著、论文。所著《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
社会经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另一力
作《先秦青铜生产工具》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与他人合作编写的著作有《中国经济通史》第一卷（
先秦部分）及《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农业经济通史》、《中国经济史辞典》等，还参与了《中
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写作工作。《先秦于工业史》是陈振中先牛带病坚持完成的最后一部书稿
。
    陈振中先生毕生致力于先秦史研究，用力极勤，成果丰硕，对我国先秦史研究做出了巨火贡献，为
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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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手工业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手工业　第一节　石器制作    一、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作    二、新石器时代的石
器制作　第二节　木器制作    一、生产工具    二、木板的开劈和木件的接合方法  第三节　原始陶器及
其制作    一、各时期各地区出土的陶器及其特点    二、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逐步形成  第四节　玉器
和骨器制造    一、玉器的起源及其在新石器时代的突出发展    二、史前制玉工具及其工艺推论    三、
骨器（包括角、蚌、牙器）制作  第五节　原始社会的建筑    一、旧石器时代的穴居和巢居及晚期的建
筑业萌芽    二、新石器时代各类型居室的营建及发展    三、新石器中晚期居室营建工程技术的进步  第
六节　纺织技术的萌芽与初步发展    一、纺织原料的发展与利用    二、原始纺织技术的产生第二章　
先秦的青铜手工业  第一节　青铜器的起源、发展及在统治阶层的使用    一、冶铜术的发明及技术发展
道路    二、青铜器在统治阶层的使用  第二节　先秦青铜生产工具  第三节　采矿和冶炼    一、先秦矿
冶遗址    二、采矿和冶炼技术的进步  第四节　先秦青铜器的铸造工艺    一、陶质块范及石范的制造    
二、铜料等的熔化、合金成分的配制及各种铸造工艺第三章　先秦的冶铁与铁器制造业  第一节　春
秋及其以前冶铁术的发明与进步    一、世界发明冶铁术及铁器生产的一般进程    二、殷代和西周前期
陨铁的使用    三、春秋中、晚期冶铸生铁器物的使用和制钢技术的发明  第二节  战国时期钢铁器物的
普遍使用和冶铁技术的巨大发展    一、铁矿开采和铁器生产使用的普遍性    二、生产工具和兵器领域
铁器代替青铜器    三、冶铁技术的重大发展　⋯⋯第四章　金、银、锡、铅、汞等金属的冶炼及制作
工艺第五章　“三代”的都邑和居室建筑第六章　纺织业生产的发展和手工纺织机的形成第七章　木
器、漆器及皮革制作业第八章　“三代”其他部门的手工业第九章　“三代”手工业的经营形式、特
点及性质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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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手工业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原始社会的手工业　　原始人类生产活动首先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维持生命的食物
，除此之外，人类还需要其他生活用品，而生产食物和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要有一定的工具，制造这
些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生产，就是原始手工业。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点，是
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手工业是和人类的生产活动同时开始的，它和
原始采猎、原始农业一样，是原始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原始手工业的内容和领域是随着采
猎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最古老的手工业部门是石器制作、骨器制作，最简单木工具
的使用及其制作也很古老。随着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明与发展，制陶、建筑、制玉、纺织、漆器制作
、制盐、酿酒等开始发展起来。木作业和骨器制作也出现了大的飞跃。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又出
现冶铜业。有些部门在史前资料较多，则于此章列节叙述，有一些部门史前资料较少，则于“三代”
手工业有关章节中追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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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手工业史》

精彩短评

1、这是十年磨一剑之作，在学术上填补了空白。值得购买。
2、先秦手工业史内容非常充实，值得一看
3、力作
4、是的没错，鸿篇巨作——真的很厚。目前我发现的最好的关于中国古代技术综合史书籍。作者是
中科院的研究员，不是我可以评价的。书中内容如标题所言，囊括秦汉之前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历程。
资料明晰，论述独到，由浅入深，娓娓道来。大部分内容我个人认为高中文化程度都可以理解。最为
推崇的一点是，作者明确指出了各手工业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发展的联系因素。对于我们
在工作学习中，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思维的迁跃性是非常重要的。如
果再结合陈方正先生的《继承与叛逆》一书，可综合对比中西方的科技文化发展的异同。无论是读史
、做人，都是发人深省的。
5、工艺流。
6、学风严谨，老实学者陈振中遗作。研究先秦手工业史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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