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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物学科学地研究文物，对于认识文物价值、发挥文物作用和对文物的管理保护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而对文物分类和文物鉴定则是开展文物科学研究的前提，也是文物学研究的内容。
由于文物的时代不同，质地有别，种类繁多，功能各一。
本书对文物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分类法加以分类，可供相关人士参阅和作为院校的教材之用。
       文物学，是产生于对文物的研究，反之，文物学科的建立又促进了文物研究的提高和发展。
文物资料的整理和汇集是开展文物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
整理汇集的过程，也是科学研究的过程。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对个别事的认识开始的，对文物的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对某一类文物的研
究，也是要从分析个别器物或某一单位的个案研究入手，尔后，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这类文
物的系统研究。
因之，文物资料的分类整理汇集颇重要。
国内外历史上流传下来许多各种类别文物的著录，大都是当时研究的成果，同时又对文物研究起了推
动作用。
后来，文物研究机构和各类博物馆、博物院及文物考古研究单位又陆续编辑出版大量文物图录和资料
汇编，是文物整理汇集更具权威的成果，这对今后文物的科学研究必将起着更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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