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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窑建盏发展历经从无到有，从共用到专用。

受当时文化和社会人文环境影响。在各种建窑中，

建盏是古代比较有名气的窑场，在这些窑场中产生

出许多优秀的瓷器，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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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的陶瓷称誉世界，名扬天下，景德镇的陶瓷

大师个个身手不凡。这里千年窑火不断，这里陶瓷推陈

出新，这里陶瓷艺术家新人辈出、成绩斐然。仝志辉就

是其中的一个。从山水到人物，从花鸟到虫鱼、果蔬等

题材，灵动多变颇具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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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是数千万年之前柏松科植物被埋在地下受到外

界条件的影响，逐渐形成的松脂化石。琥珀的形成是一

个复杂且长久的过程，它的形状各种各样，其表面通常

会存有树脂流动产生的纹理，里面可能还有气泡或者昆

虫等，其颜色也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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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面塑，民间称为“面花”“面人”“面羊”“花馍”

等，各地叫法不一。现在学界比较认可的是汉代起源说，

该学说认为我国的面塑应该起源于汉代 。自先秦时期有

了石磨，便给面食制作创造了物质条件。汉代开始出现

的面食，那时候称之为“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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