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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独山玉雕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

代。随着社会的发展，独山玉雕现已成为具有南阳

特色的工艺美术品种。南阳独山玉雕具有很强的灵

活性和立体感，不仅具有生活中固有的审美感受，

而且强调观者在内心实现物我相融，从而达到精神

的超越与感悟。

48 /  探析古建木雕的非遗传承及未来发展                           王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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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剖析木雕人物创作中的写意精神                                   陈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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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木家具与传统木建筑的渊源                           王克来

78 /  浅谈建水紫陶文化价值和工艺传承                               杨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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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  浅谈紫砂壶创作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境界                        杨维高

86 /  陶瓷装饰物语之探秘模具印贴术                                   汤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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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具有独特文化的艺术。在现

代环境中，适用陶瓷壁画的现代化城市环境有街道、社

区、绿地、机场以及封闭性空间等。在此对现代陶瓷综

合装饰壁画的形成进行深入的分析，并结合陶瓷本身的

特点进行创作，对现代陶瓷的组合进行全面的探讨，对

现代整体装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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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nding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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