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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国内既对艺术品投资市场颇有研究、又在艺术品真伪辨识上颇有见地的专家所完成的力作。
以文图并茂的形式，结合艺术品投资市场大量的真伪实例，详细地阐述了玉器真伪艺术品的历史渊源
、地域分布以及不同的种类、特征、材质、工艺等等内容，进而非常具体地为广大读者提供了玉器艺
术品真伪识别的依据以及科学的辨真识伪的方式与方法，欣赏性、可读性、知识性、实用性等多功能
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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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广文，1949年1月出生，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工艺组组长，现为北京故宫博物研究员。
曾先后发表了关于玉器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出版了《玉器史话》《古玉鉴识》等多部专著，主编了《
故宫博物院藏玉》《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玉器》等大型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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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者的话前言一 玉器鉴定的意义与方法　（一）玉器鉴定的重要性　（二）鉴别玉器制造年代的主
要方法　（三）要识别时期玉器的仿制品二 玉器的加工工艺与玉器鉴定　（一）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加
工　（二）夏、商、周时期的玉器加工工艺　（三）战国及其后的玉器加工工艺三 古代使用的玉材及
其鉴别四 仿古玉及假古玉的历史情况及各时期的特点　（一）仿古玉、假古玉制造的发展阶段　（二
）假古玉的主要特点五 古代玉器的主要类别及器物特点　（一）古代使用的玉礼器　（二）玉佩饰、
玉摆件、玉用具、丧葬玉　（三）玉文具六 新石器时期诸文化的玉器入仿制的新石器时代玉器　（一
）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玉及品种　（二）仿制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七 夏商玉器及仿夏商代玉器　（一）夏
及商代早期玉器　（二）商代中、晚期玉器　（三）商代的礼器与兵器类玉器　（四）商代佩玉及一
般小玉件　（五）商代玉器的纹饰与加工特征　（六）仿商代玉器八、西周玉器及其仿制品  （一）
西周玉器的品种  （二）西周玉器的主要饰纹  （三）西周玉器的仿制九、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器及其仿
制  （一）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的种类  （二）仿制的春秋，战国玉器十、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玉器及其仿制  （一）秦、汉玉器的主要特征  （二）秦、汉玉器的仿制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
器及其仿制十一、唐代玉器及仿制的唐代风格玉器  （一）唐代玉器品种  （二）常见的唐代玉器纹饰
及饰纹作品  （三）仿制的唐代玉器十二、宋代玉器及仿制的宋代风格玉器  （一）宋代玉器概况  （二
）仿制的宋代风格玉器十三 辽、金、元代玉器及仿制的辽、金、元代玉器十四 明清玉器的鉴别附 历
代玉器典型作品花纹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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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玉器鉴定的意义与方法　　如何识别古器物，自古便为人们关注。
这一问题同人们对古文化的崇尚相关联，同人们对古器物的收藏、使用关系密切，也是人们研究历史
、了解历史的需要。
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古器物的收藏使用始于何时，但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有断裂后重新打孔系结的
玉佩，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有属新石器时代制造的玉器，这一现象说明，在商代，人们已经进行了古
器物的收藏与使用。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商代人如何认识这些汩器物，是看到了器物的实用性，把它作为一般器物使用，还
是了解了器物制造的时代，把它作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器物持有，但新石器时期到商代中晚期相隔
着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内玉器保存得完好无损，可见是一种有目的、有识别的收藏。
　　《春秋毂梁传·定公八年至十年》记：“宝玉者，封圭也。
大弓者，武玉之戎弓也。
周公受赐，藏之鲁。
”这一现象表现出当时的社会对于玉礼器的使用与收藏的重视，表现出使用玉礼器的制度化，各种祭
祀礼仪活动中已有的用玉形式，及对已用过的器物的保存、收藏。
有迹象表明，商、周使用的玉礼器中，包含有古代遗留下来的旧物。
有材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已存在着对旧器物的识别、仿制。
这一时期出现了发达的农业及手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迅速，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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