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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辉煌的古玉器文明，今天就让我们从源头上看这一至今还令人神往的古玉器
文明。
何谓“玉器”？
《新华词典》解释为：“它利用质地坚硬的具有各种天然纹理色泽的玉石（如白玉、碧玉、翡翠、宝
石、水晶石等）材料琢磨而成。
”从玉器的定义看，玉石是它的关键词。
看来，玉器与石头是有关系的，且不能分离。
事实上也是这样，玉器实际上就是特殊的石头，历史上各个时期对玉器的解释各有不同，现代矿物学
对玉器也有解释，但解释的焦点都集中在什么样的石头是玉器，什么样的石头不是玉器上，这样看来
，《新华词典》是在总结各种解释的基础上作出的解释。
这个解释应当是一个权威的解释。
由此可见，玉器就是一种石器。
石器曾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会制造工具是人和猿的最根本区别，正是人类制造出第一块石器使
得人猿辑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正是因为如此，石器也就成为人类文明划时代的标志，以旧石器时代为代表的人猿共存时代，是以打
制石器为代表，而以新石器时代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时代，其标志性器物则是磨制石器，丽者在时间上
的分界线是在距今1。
000年左右。
由此可知，石器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当中的作用相当重要。
那么，在石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中的一种玉石类，即玉器也产生了，由于这类石器质地细腻，色泽
莹润，非常美丽，自然深得原始社会人们的喜爱，于是这类石器即玉器也就发展起来了。
大约在距今6000年左右在我国形成了玉器文明，如，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和南方地区的良渚文化等，
都是在这一时间段形成。
最终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共同将中国古拙玉器文明推向了巅峰，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这就
是光辉灿烂的原始社会古拙玉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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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玉器文明相当地复杂，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大背景异常紧密地相连，不可分割。
所以，我们要理解中国古玉器文明就一定要先理解中国古玉器文明存在的历史时期，以及在中国历史
上所发生的这两次较大的玉器文明成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谈得上是对古玉器的鉴定。
而本书就是要引导读者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以期使读者能够真正地理解古玉器文明中的精髓，能够独
立地进行古玉器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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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古拙玉器鉴定　　第一节　红山文化玉器鉴定　　1，从时代大背景上鉴定　　红山文
化是我国新石器日寸代北方地区重要的文化类型之一。
1935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发现，1954年将其定名为红山文化。
主要分布于辽宁的西部、河北省的北部地区，内蒙古的东南部、吉林省西北部也有少量发现，基本上
囊括了整个北方的主要地区，其年代大约和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相当。
在红山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文明成果，红山人过着刀耕火种和渔猎相结合的定
居生活，在红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彩陶和其他的一些陶器，其余还发现有一些磨制石器以及其
他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但是，这些器物看起来都不占主流，其彩陶文明和仰韶文化彩陶相距甚远
，所谓红山文化文明主要是其光辉灿烂的玉器文明，红山文化玉器最早发现于辽宁省凌源县牛河梁遗
址。
是一个地主的偶然发现，揭开了一个逝去已=久的文明。
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图112），以上是红
山文化玉器时代的大背景。
我们可以从红山文化各遗址出土的玉器以及其他相关出土物的概况，了解到红山文化时代统治者对琢
玉的重视，而且，这种重视是在其他诸如陶器、石器等都不发达的情况下，玉器文明特别发达，无论
在做工还是在象征地位等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巅峰。
这种现象奇怪极了，但也不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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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辉煌的古玉器文明，今天就让我们从源头上看这一至今还令人神往的古玉器
文明。
何谓玉器《新华词典》解释为：它利用质地坚硬的具有各种天然纹理色泽的玉石（如白玉、碧玉、翡
翠、宝石、水晶石等）材料琢磨而成。
从这个玉器的定义看，玉石是它的关键词，看来，玉器与石头是有关系的，且不能分离，事实上也是
这样，玉器实际上就是特殊的石头，历史上各个时期对玉器的解释各有不同，现代矿物学对玉器也有
解释，但解释的焦点都集中在什么样的石头是玉器，什么样的石头不是玉器上，这样看来，《新华词
典》就是在总结各种解释的基础上作出的解释。
这个解释应当是一个权威的解释。
由此可见，玉器就是一种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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