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瓷杯 黄瓷 骨瓷 几何形

产品名称 黄瓷杯 黄瓷 骨瓷 几何形

公司名称 红楼轩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价格 65.00/套

规格参数 类别:黄瓷
材质:骨瓷
造型:几何形

公司地址 中国 北京市
崇文区永外沙子口西革新里60号3-119/3-121

联系电话 86 010 87028346 13910117372

产品详情

类别 黄瓷 材质 骨瓷
造型 几何形 纹饰图案 鱼虫鸟兽
工艺效果 贴画 风格 现代艺术
适用场所 家居、办公、宾馆/饭店、

政府机关
制作方法 机械

包装 礼品包装 品牌 红楼轩
使用场合 广告促销、商务公关、会

议庆典
送礼对象 送父母/长辈/老师/领导

陶的发明是人类社会伟大的事件之一。在中国，凡是古代重要的发明，往往把它和“圣人”联系在一起
，把这发明本身也当作“圣事”或者“圣迹”。这一点，在《考工记》里记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
，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
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陶的发明，也同样被称作“圣人”之作，当作“圣事”，“圣迹”。这在众多古籍中，记载着有关圣人
发明陶器的传说。

女娲：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始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
女娲抟土作人。”

神农：神农制陶器的文献，记载在《周书》一书中。据清马啸《经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
天雨粟。神农遂而种之，作陶冶斤”。清朱琐所著《陶说》卷二引《周书》：“神农作瓦器”。宋《太
平御览》卷八百之十三亦引《周书》“神农耕而作陶”。

舜：《墨子�高贤下》载：“瓦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其它如《韩非子
�难》也有类似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



负夏。”

宁封子：据《列仙传》载: “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
烟，久则以教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炉，犹有其骨。时人葬其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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