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玉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玉雕>>

13位ISBN编号：9787200080216

10位ISBN编号：7200080217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

作者：张加勉

页数：1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玉雕>>

内容概要

　　这次撰写书稿之所以顺利，得益于北京出版社事先敲定了编写体例，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加之中
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区政府的几位领导在会上对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作为执笔
者得到了明确的指示，加之资料充足，文稿部分进展顺利。
只是图片资料不足让我感到为难，经过多方寻找才有着落。
一部分玉器图片选自北京玉器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样品册，一部分图片是由一位老摄影师提供的，
还有一 部分图片是我在参观工艺美术展览会、博物馆时拍摄的。
另外，在撰稿过程中有关北京玉雕行业的资料还参考了《当代北京工艺美术》和王明石先生所写的《
玉器和北玉--新北玉三十年》一文。
　　本书稿交出版社后，责编认真进行编辑加工，美编做了精美的装帧设计。
又请一些专家学者审核把关，使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我向诸位专家学者表示敬意。
向出版社领导和众多的编校设计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为北京工美行业的老人，我由衷地感谢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和中共北京
市崇文区委、区政府的诸位领导对抢救北京玉雕传统技艺所做的种种卓有成效的工作。
就如这本书，若没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明确指示。
出版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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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商代时，有关北京建城的情况尚不清楚，但商代玉器在北京地区也有零星发现。
如1977年，在平谷刘家河村一座商墓底部的淤泥中发现了一些玉礼器和玉佩饰，其中有一件云斑纹的
青玉斧，长14.6厘米，刃缘平直，磨制光滑，亦无使用痕迹，应是显示威仪的权杖。
目前所知北京建城的历史从西周初期开始。
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尧帝（或黄帝）的后裔被封于今北京广安门一带，王城名“蓟”，即是西周
的一个诸侯国--蓟国；在今琉璃河东面的董家林一带，是周武王所封的另一个诸侯国--燕国。
至春秋中期，燕国兼并了蓟国，不久便把燕国都城迁到蓟城，直到战国末期，蓟城一直是燕国的都城
。
由此可知，琉璃河燕都和蓟城是古代北京地区的王城，北京玉器业的历史当从琉璃河燕都和蓟城开始
。
西周燕国自第一世燕侯起，至八世燕侯，约200年历史，文献记载却是一片空白。
北京考古工作者对燕都遗址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虽然有些墓葬早年被盗，仍出土了一些玉器，为研
究西周燕国早、中期的历史和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证。
燕都遗址出土的玉器有玉礼器、玉兵仪仗器、玉佩饰、玉殓葬器等。
燕都遗址出土的玉礼器有璧、琮、圭、璜等典型玉器，循周礼之制，器型规整。
燕都遗址出土的玉兵仪仗器，以凤鸟纹玉刀为代表，体现了西周琢玉工艺和艺术风格特点。
凤鸟纹玉刀用扁平长方形玉板制成，顶端和两侧有规整对称的脊齿，下端呈刀状，双面各雕一凤鸟纹
。
凤鸟为侧立像，头顶高冠，长喙如钩，圆眼大睁，双翼飞翘兜转过顶，垂向胸前，尾羽弯卷盘绕足下
，鼓翅欲飞。
燕都遗址出土的玉佩饰，数量较多，取象广泛，有管状人面纹饰，梯形兽面纹饰，蚕、牛、兔、鱼等
圆雕垂饰和凤形、虎形、璧形、刀形等片状垂饰，其中一些玉饰用新疆和田玉琢制。
燕都遗址出土的组佩中，有一套颈饰由2l件玉饰、48件绿松石饰和110个玛瑙珠组合而成。
北京地区的西周大墓早年大多遭到盗掘，出土玉器中有一件玉戈，长55.5厘米，宽10.2厘米，白玉，经
土浸沁呈鸡骨白色；直援直内，援首呈尖状，援基处饰有阴刻雷纹；内靠援基处有一圆孔，内面有数
道平行凸线。
其规格超过了同时代实用器，应是显示威仪的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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