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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胜文编著的《中国古代玉器》内容介绍：中华民族有悠久的用玉传统，八千年前的先民们就开始制
作使用玉器，崇玉爱玉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文明的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玉文化博大精深，不同时期玉文化的面貌也各不相同。
对古代玉器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对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成就很有裨益，也能提升
我们对古代玉器的鉴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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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用于祭祀的礼玉中，柄形饰较为常见。
虢国墓地柄形饰大致有两种造型：一种为片状，两侧有脊齿，有的素面，有的刻纹。
M2006：94，杂玉质，色青泛黄，受沁较重。
扁平条状，顶部略宽，底部稍斜收，顶与两侧有扉棱。
两面饰阴线龙风纹，凤高冠，钩喙，圆目，长尾上卷。
高6.7、宽1.7—3.2、厚0.3厘米。
上村岭M2016：6，玉色冰青色，局部受沁有黄斑，玉质细腻，半透明。
系用旧玉改制。
器身为扁平条状，柄部略内束，以阴刻上下栏线界之。
上宽下窄，下端为弧形薄刃。
通高16.4、宽2.2、厚0.3厘米。
 一种近似圆柱体。
上村岭M201 1：454，玉色冰青色，大部受沁为黄白色。
扁圆体，截面为椭圆形，平项，柄部两侧内收，下端略窄。
柄部饰一道凸弦纹。
高6.5、直径0.9—1.5厘米。
 虢国墓地出土玉璧、玉圭和玉琮数量不是很多。
M2006出土一件盘龙形璧，杂玉质，扁平体，近圆形。
两面饰对称阴线盘龙纹，首尾相衔，尾含于口内。
卷鼻，臣字形目，前眼角下勾，大耳，长角后披，爪弯折。
身饰鳞纹及云纹。
外径6.1、内径1.5、厚0.35厘米。
 虢国墓地出土圭的质地较差，多为青灰色，个别受沁后作灰黄色。
大致可分为二种形制。
一种为扁平长条状，素面，大部分切割痕迹尚存，出土时已残破，长短宽窄不等。
M2006：22两端均残。
残长11.5、宽2.4厘米。
另一种为上窄下宽扁平状，素面。
制作较前一种规整。
M2006：19宽1.8—2.8、长12.6、厚0.4厘米。
 玉琮器形较小。
上村岭M2011出土的一件玉琮，玉色深豆青色，大部受沁为灰白色，微透明。
体扁矮，外方内圆，有短射。
四面各饰二竖向平行阴线。
高4、宽6.3、孔径5.9厘米。
 仪仗类的礼玉主要是玉戈、玉璋和组玉佩。
 虢国戈有两种造型。
一种平面近似三角形。
M2006：45。
杂玉质，墨绿色，微透明。
长条状，略弯曲，三角形锋，尖部略残。
斜援两侧有刃，中部有脊线，内端一角斜收。
援末中部有一小穿孔，内端近上角有一较大圆穿。
残长14.2、援宽3.1—4.2、内长2.8、内宽3.6、厚0.4厘米。
一种平面为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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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村岭M2011：444，青玉，全沁成黄白色与浅土黄色，玉质细腻，微透明。
直援、直内、三角形锋，援、锋两侧皆有刃。
援内不明显，援末本部有圆穿，一面援末及内上有六条阴线，一面素面，有切痕。
通长19、宽3.5、厚0.2厘米。
 上村岭出土的一件牙璋，玉色豆青，微透明，因受沁而泛灰白。
乃由戈改制而成。
直刃直内，斜直锋。
长14.6、宽3.4、厚0.5厘米。
 虢国墓地组玉佩出土于墓主胸前，是身份等级的标志。
常以璜为中心，以管、珠，按一行或多行进行穿缀而成。
往往璜的数量越多，墓主的身份地位等级越高。
其中的玉璜常做成双龙首、双凤首、双鱼首等等，常饰有相应的双阴线纹饰。
M2001 出土一套七璜组玉佩，有七个由小到大依次递增的玉璜，间以左右对称的双排两行玛瑙与料珠
串珠连缀而成。
 组成组玉佩中的璜有四种造型。
一种为半环状扁圆体。
M2006：75，和田玉质，青白透明，因受沁，多处呈白色。
饰阴刻双龙纹，两端龙首，臣字形目，卷角，长须，身饰鳞纹及斜角云纹，腹部有平行横线。
长6.1、截面径0.9厘米。
一种为半圆形扁平体，M2006：91，杂玉质，经沁蚀呈白色。
雕作鱼形，两面饰鱼纹，阴线刻出圆眼、鳃、鳞及尾纹。
嘴部一行三穿，尾部一穿。
长7.1、宽2.5、厚0.4厘米。
一种为扁平体，弧度约为圆的三分之一，素面，双鸟首形。
M2006：117，杂玉质，青灰色。
两端似鸟首，眼部为两穿孔。
长8、宽1.5、厚0.8厘米。
一种为扁平体双龙首璜。
上村岭M2121：013，玉色豆青，有黄白色沁斑，半透明。
片状，约为圆周的三分之一，双龙首形，近两端中部各有一小圆穿。
正背面皆饰缠尾双龙纹。
长12、宽3.9、厚0.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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