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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的收藏类图书市场，正处在一个汗牛充栋的时代、一个知识炒作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鱼
龙纷繁、溷浊你我的时代。
　　这部《文玩品鉴》丛书的选题初衷，就是为了避开这种过于集中的有关鉴定知识的出版浪潮，从
更为人性化、休闲化、实用化这几个方面入手，让收藏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环境中，享受着鉴定知
识带来的知识获取和占有的快感。
如果真的是这样，这部《文玩品鉴》的策划、编辑就算大功告成；如果暂时尚未达到这样的技术要求
，《文玩品鉴》的后续选题将会后来居上，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出版目标。
　　收藏目的、收藏方法的不同，本身就导致了认识上的不同，可谓见仁见智。
但总的来说，不外乎沿着两条轨迹平行发展：　　一是投资类型的收藏。
在这个范畴之内的收藏家，基本上都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资金支持，他们所展示的藏品，一般以
热点艺术品为主，价位峰值在和者盖寡的区域之内。
投资的目的一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再是欣赏藏品外观所表达出的珍贵与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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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更为人性化、休闲化、实用化这几个方面入手，让收藏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环境中，享受着
鉴定高古玉知识带来的知识获取和占有的快感。
读者很少能请到鉴定家为他们掌眼，他们的收藏决心主要受到对即将入藏器物的理解和欣赏程度的制
约，这些带有主观审美的取舍，还是要依靠收藏者自己的综合判断来完成。
而对于真伪的判定，则视每个人的鉴定方法、鉴定经历和鉴定悟性的不同而不同。
本书就是从“品”与“鉴”的视角上，给读者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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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述第一章  新石器时期玉器第二章  商周时期玉器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第四章  汉代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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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述　　在中国玉器的收藏范围里，一般有两种收藏群体同时存在，一种是以收藏新工新料为主
的收藏者，主要是由时装女性为主，她们对玉器的主要兴趣在于佩带，所以，这个收藏群体的收藏行
为一般比较简单；另一种是以收藏中国古代玉器为主的群体，在这一群体中，又可以分出两种类型：
一是纯粹以收藏研究为目的的收藏者；二是以投资为目的的经营者。
由于对购买古玉的目的不同，那么，所投入的关注点与审视角度也就不尽相同。
　　从新石器时期到明清时期的玉器，我们一般笼统地称之为“古玉”。
自古以来，玉器就是上等社会的奢华佩饰品，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玉器本身被赋予了很高的社会评
价，历史上多以玉比君子，“君子佩玉，无故不离其身”，将玉器人格道德化了，使得这一美石的社
会意义超越了作为物质的存在意义；二是被称为“玉”的材料来源始终处于匮乏的状态，这既是历代
人们孜孜以求的原因之一，又是古今赝品、仿品层出不穷、甚嚣尘上的解释理由。
就目前古玉器的市场发展走向来看，更多的人是出于投资增值的动机跻身于这个大市场的，利润大，
风险更大，其中有太多的变故是一般“散户”所始料不及的。
如果将这种市场行为看作是一种收藏或投资，那么，至少要懂得一些市场准入的规律与技巧，这样，
才能相对安全地保证既定目的的实现。
　　为了避免刚入门的投资、收藏者们蒙受不必要的损失，本书将以最平实的语言和最简单的方式，
对高古玉的特征和辨伪方面做一些技巧方面的介绍，以供读者学习和借鉴。
　　高古玉，主要指新石器时期、商周、春秋、战国及汉代时期的出土传世玉器。
纵观玉器的发展历史，我们知道在雕工方面以明清时期的作品最为豪华典丽，而高古玉则以其具有“
物稀为贵”的收藏价值而受到历代藏家的追捧。
这时期的玉器雕工质朴、造型生动形象，有其独特的韵味。
历史年代的久远在每块玉的身上都打造出了老的印迹，作品的表面上呈现出各种包浆和沁色，但在每
块作品中都留存着一段历史沧桑和跨越千年的发展见证。
　　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在雕琢上细腻粗犷并存，倾向于风格鲜明的夸张。
比如良渚文化的玉器，带有江南的细腻娟秀，而红山文化则充斥着草原游牧特有的旷达与率直。
我们可以认为新石器时期的琢玉工具原始而低下，但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独特的美感，则是迥别于其
后的任何一个朝代的独造神品。
我们现在所有幸得以观摩的，多为近几十年出土的作品，其中有：玉琮、玉璧、玉玦、玉斧、玉镞、
玉管、玉珠、玉璇玑等，尤以红山文化的龙形佩以及良渚文化中的玉琮最具代表性。
这两种玉器分别代表了南北两种不同的琢玉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该时期除了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器物较精细之外，其他文化时期的玉器大都器形简单，很少纹饰，
实用性的玉器大多素面。
　　我们常把夏、商、周时期的玉器称为“老三代”玉（“新三代”玉器指的是清朝的康、雍、乾时
期的玉制品）。
从现在的传世品来看，夏代的作品几乎不可见，商、周时期的玉器存世相对多一些，除了在造型上延
续了新石器时期的风格外，在形制、纹饰和雕工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
　　商、周时期玉器的用途开始出现了礼器的功用，同时一部分纹饰精美的小型片状玉被用作佩饰佩
带。
随着琢玉工具的进步，对器物表面的装饰手段与装饰效果有了越来越多的表现，比如这一段历史时期
就出现了大量的纹饰，如龙纹、鸟纹、兽面纹等，由于所呈现的雕琢数量、质量以及雕琢主体功能的
重要，使得这几种纹饰设计有条件成为当时的主流纹饰，为历代收藏者提供了极其鲜明的鉴定依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还首次出现了镂雕、巧雕等高超的琢玉技巧，使玉器更为美观和形象
。
但是，能够用于市场交易流通的商周玉器并不多见，甚至很少，其原因有三：一是商周玉器的收藏功
能开发得很早，宋代就有收藏记录，地上传承关系越早，自然损耗也就越严重，进而直接导致了藏品
的稀缺；二是商周玉器本身的数量就少，能够用于传世的更少；三是收藏商周玉器的多为真正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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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高阁，轻易不予示人。
因此，商周玉器实际是收藏三代高古玉的制高点。
　　在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制作明显脱离了西周风格的约束，有了制作题材上的新型设计与加工工
艺上个性化的快速发展。
至战国时期，中国玉器的制作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
和阗玉，作为中国雕琢用玉中质地最优良的一种，在战国时期的使用也第一次达到了高峰。
这一时期玉器的用途除了用作礼器外，同时又具有饰品佩带的功能，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时尚。
战国时期的雕饰纹饰种类最多，有云纹、乳丁纹和谷纹、蒲纹、涡纹、重环纹、鳞纹、绳纹、弦纹、
圆圈纹等，这些复杂多变的纹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战国时期的玉器制作形式，而且对于汉代乃至于
唐宋的制作风格，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汉代时期的玉器制造风格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继续战国时期的细腻精雕一路，代表作品比如
出廓璧、剑具、各种佩饰等，这路雕件在延续战国风格的同时，也行将走到了纯工艺化模式的尽头，
所以，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的出土、传世玉器中，不复再现这路雕工细腻的精品出现；二是粗犷风格
的创建，主要表现为以简易、概括刀法为制作特征的葬玉，这种风格的葬玉是汉代所独有的，尽管其
后的历朝玉制作都曾出现率简风格的制作形式，但完全不具备汉代的那种高度的概括能力与由于用刀
的力度而带来的视觉冲击效果。
后代将这种风格特征鲜明的用刀称为“汉八刀”。
汉代玉器主要有三种用途：葬玉、礼器和佩饰，其中由于葬玉的广泛使用，使得汉八刀的艺术的成熟
与艺术的认可，成为支撑汉代玉器制作风格的主要支柱。
汉代的葬玉雕制不仅有玉握及琀，尚有金缕玉衣。
组成金缕玉衣的玉片，工艺要求相当严格，不仅要将大量的玉片切割成方形，而且要求薄厚均匀，凹
口、钻孔位置准确等，尽管玉片上没有雕工，其繁复、细致的加工工艺，使得这种葬玉几乎不复见后
代的墓葬之中。
　　在高古玉的收藏范围里，人们除了对玉质、器形以及出土时间的不同表示出高度的关注之外，玉
器本身所带有的各种沁色的种类、性状以及对玉体本身所浸蚀的深浅程度，是品玩鉴赏的超越前者的
唯美指标，或指标之一。
沁色是指玉器在经过十分漫长的地下掩埋后，与周围土壤中的各种有机元素相互作用，在玉体表面（
或者玉器的全部）留下的浸蚀痕迹，经收藏者长期的盘玩，这种受浸蚀的痕迹逐渐变化成丰富多彩的
颜色，这就是所谓的“沁色”，也有人称之为“浸色”。
沁色的颜色规模相当丰富，严格地说，世界上如果没有一片相同的树叶，那么也没有一片相同的沁色
。
如果按照传统收藏的观念分类，沁色的种类大概可以分为土沁、血沁、水银沁、铜沁等。
在良渚文化的玉中，有些玉器通体钙化，完全变成黄白颜色，这就是常说的“鸡骨白”。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出差到某地，逛了一处古玩市场，那里大概一共有三十来家商铺，总的感觉
是古代玉器品种比较丰富，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都有。
驻足在几家商铺前大致看了一下，发现很少能见到具有收藏价值的真品，大多是赝品，还有一些零星
的残器或受浸蚀很深，已经不能盘玩出来的高古玉器。
那些赝品的雕工十分粗糙，玉质也较差。
有的冷眼一看，无论从形制、纹饰还是从“沁色”上，虽然带有几分古玉的味道，但是一上手就感觉
出其中现代工艺的匠气。
　　平时到各地出差旅游的时候，我总会到古玩市场转转，关注赝品的仿制进展程度。
即使作为一名高古玉器的收藏者，关注与研究赝品，也是提高鉴定能力的必须的日课，往往在叹服目
前玉器造假技术越来越高的同时，也为古玉的收藏爱好者们感到极端的担忧。
　　就目前的高古玉收藏品真伪混杂程度来看，商、周古玉的市场交易并不活跃，伪品相对较少，红
山、龙山这两个文化时期的古玉仿品有铺天盖地之势，而尤以红山为最，几乎完全不见真品。
战国两汉古玉的真伪平平，一般大件的重器，或雕工精良的礼器，交易价位高，多掺杂着大量的赝品
；而一些小件或制作较粗的葬玉，真品稍多，是普通收藏者重点关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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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提供一些淘玉的建议及小诀窍，仅供读者参考：　　收藏玉器的一个正确的心理素质就是因
器论价，硬碰硬地买，绝不图便宜，这就是“物有所值”的价值规律。
那种“物超所值”的企盼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首先，你要从经验阅历上高出售卖者几十倍；其次
，交易品的鉴定特征极不明显。
这是“物超所值”的捡漏两大前提，尤其是鉴定特征极不明显的前提更为重要，所谓捡漏，就是在这
一前提的作用下买卖双方的水平较量。
否则，一件开门的玉器，无漏可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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