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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制作、佩戴和使用玉器的历史。
但唯有中国的玉器制作和使用形成了独特的“玉文化”，而且延续八千年之久，至今仍很兴盛。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汉代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玉器在礼仪、祭祀、佩戴欣赏、财产珍藏等方面
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几乎所有带“王”（古“玉”字）字旁的字都和玉
石有关系。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至东汉末年，大致属“帝王玉”时期，此期玉器为帝王、首领垄断使用，玉器选料
考究，工艺精湛，艺术水平高，是中国玉文化的兴盛阶段。
魏晋以后，玉器由宫廷进入民间，呈现民间化、世俗化、商品化三个特点，这种形式延续至清末。
除民间用玉外，各时期宫廷仍保留着使用玉器作为珍贵物品的传统，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高峰。
自从春秋时期玉器进入儒家文化以后，国家用玉有着更为严格的制度，甚至作为等级制度的标志。
战国、汉代玉器的价值几与城市相比，玉器文化达到巅峰，但制度和使用从范围、品种、功能、数量
上讲，东汉以后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而明清玉器的繁荣体现在品种、数量、规模、选料方面。
古代治玉技术首推汉代。
玉器的收藏鉴赏从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在《山海经》、《尚书》、《尔雅》、《周礼》等古文献中
都有关于玉器的记载。
而成为平民收藏则始于魏晋，在宋代已大盛。
清代已产生多位古玉收藏家和研究专家，近代则更是把玉器收藏推向高峰，收藏与研究超越了以往任
何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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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玉器词典》中除古今中国玉器各类词条、词汇的纳入，还把与我国文化有渊源关系的朝鲜半岛
、日本列岛的玉器相关词条尽量收入，使其更适合当今收藏、研究的需要。
对玉器望文生义、口语性的词条或不正确的词语，进行科学、规范的解释和纠正，同时，对大量新派
生出来的新词条及名词术语，进行了科学、规范的命名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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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彦君，资深文物鉴定家，北大资源学院文物系主任、教授。
自幼喜爱古董收藏，吉林大学考古与博物馆专业毕业。
先后在黑龙江省巴彦县文物管理所，木兰县博物馆、文物管理所，哈尔滨《都市资讯报》，哈尔滨社
会科学院地方史所，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等单位任职。
长期参加田野考古与博物馆工作，先后参加和主持巴彦县文物陈列馆、木兰县博物馆、大连大学博物
馆、北大资源美术学院文物陈列馆等业务工作。
长期从事文物鉴定与研究工作，在铜器、古陶瓷的研究鉴定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特别是古玉器的理
论与鉴定研究方面，有独到的科学鉴定方法，并在文献、考古、古文学、考古绘图、陶瓷修复等方面
进行深入研究。
2007年被十二家媒体评为“收藏界十大人物”。
编撰出版了：《木兰县文物志》、《中国玉器投资与鉴藏》、《鉴宝》(六部)等专著九部，发表考古
与文物研究文章90余篇。
主要社会兼职：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
美国《东方文物》杂志主编；大连旅顺历史研究会理事；北京文物保护学会会员；中国辽金史学会会
员；东北历史人物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学会及修复委员会会员；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客座
教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北京皇城艺术馆专家组专家；中国收藏家网站鉴定专家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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