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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制器尚象：中國古代器物中的觀念與信仰》是一本經過框架精心設計與編排的學術論文集，

書中所輯選的 22 篇研論文撰寫者分別為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藝術

研究院、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四川大學、中央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華東師

範大學、上海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等學術機構的中青年學者，他們都是各自研究領域的翹楚。

文章的研究對象，在時間上跨越了從原始時期到清代幾乎整個中國古代歷史時期，在類型上覆

蓋了禮器、庸器、兵器、樂器、食器、明器、行器、權衡器等多個器物種類；研究所採用的方

法包括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獻學、藝術史等多種研究方法。全書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三

大類：第一類為器物辨識。包括名物考證以及對器物上銘文、圖案、刻劃的研究等。第二類為

器物與環境研究。包括探討器物的具體適用環境、使用方式、使用時間及適用對象等。第三類

為器物與文化研究。包括器物的造型、源流、功能，及器物與特定文化、事件、現象、信仰之

間的關聯等。文集以「器物研究」為關鍵詞，力求彙集相關學科、領域專家學者最前沿的學術

理念，探索跨學科、多維度思考問題的可能性，集思廣益，以推動對中國古代器物的整體研究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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