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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
    8000年前，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美玉饰品，芳泽百代。
    四五千年前，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祭祀用玉，使玉蒙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二三千年前，先秦、两汉的帝王、贵族，以玉示等级、明身份，彰显君子的人格、品性和地位，甚
至用玉来殉葬。
    1000年前，唐宋时期的玉，则逐渐褪去神秘的光环，走向市肆，亲近百姓。
    300年前的清代乾隆皇帝，更是讲究玉的材质，把玉的制作工艺、装饰纹饰和器物造型等各方面发展
至极，令后世人自叹弗如。
    玉，伴随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与21世纪相交后的新千年。
    与此同时，关于玉的文化、研究、鉴赏的文献也不绝于史。
时至今日，玉的文章、著作和图录更是目不暇接。
或诠释玉之内涵、文化，或是断代、器类的研究，或为图文相随，赏析一番。
而作者撰写的此书则另辟蹊径，把古代玉器的文化、研究和鉴赏三者结合起来，通过80篇短文，阐述
了玉器的基本特征、鉴赏要点和历史文化背景及艺术价值。
    如在《衢州史绳祖墓出土玉文具》篇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南宋史绳祖墓出土7件玉文具的器物特征和
相关雕琢技法，使读者对南宋的玉文具有了新的认识。
史绳祖“官至朝议大夫。
一生笃志强学，著述丰富”。
墓中出土玉制文房用具，是符合墓主人身份的，印证了其文士学者的生涯。
最后一节中，作者对玉文具的发展捧出精辟论述：“最早的玉文具见于商代妇好墓，有调色盘、研磨
器等。
南宋史绳祖墓玉文具的出土，说明此时已开始形成一种较为系列化的独特文房器类，并逐渐占据了文
房书案的一端。
”短短几句，点明了玉文具的演变脉络，为读者欣赏史绳祖墓出土文物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历史文化背
景。
    在80篇短文中，既有某一时代、某一文化的玉器的综合性概述，又有某类器物的专题赏析，可谓点
面结合，相得益彰。
在具体器物的介绍中，作者大多遴选具有典型意义的出土玉器，为我们鉴赏同类的传世品提供了可信
的标尺。
    全书用语，通顺洗练，层次清晰，言之有物，论之有理，是初学者的良师益友，对研究者也有所裨
益。
    斑斓璀璨的古代美玉，令世人心驰神往。
阅读此书，会使我们在鉴赏之际多一份理性，感叹之时增添一份思考。
这既是作者的期望，也将是读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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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玉的颜色和纹理，百变又千态。
玉色可分为本色和侵色两大类。
本色是玉材本身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侵色是玉与其他矿物共存时，受到影响而产生的颜色，有通
过玉材裂纹而侵入内部的颜色，也有是附着在玉材表面的颜色。
《周礼》曾将玉色分为苍、黄、青、赤、白、玄等；《吕氏春秋》分为青、赤、黄、白、玄五色。
各自标准不统一。
　　玉的不同本色，取决于玉材所含矿物成分内部的微量金属元素的多少。
今据科学测试分析可知：含微量铬的多呈翠绿色；含氧化亚铁的多呈淡绿、墨绿色；含氧化铁的多呈
黄色、黄褐色；含钛的多呈淡黄色；含硅酸锰的多呈紫色、紫红色。
玉的本色是判定玉材品种的重要标准。
以和阗玉为例，可分为白、黄、青、碧、墨等，而仅白玉就又可分为羊脂白、梨花白、雪花白、象牙
白、鱼肚白、糙米白、鸡骨白等。
　　玉的不同侵色，取决于出土地的土质情况。
由矿物质构成的玉器，长年埋在地下，受泥土中所含其他物质的侵蚀作用，致使玉器表面甚至渗透到
它肌理所产生的侵入的颜色，习惯上称之为沁色。
人们通常称黄色沁为土沁，白色沁为水沁，绿色沁为铜沁，紫红色沁为血沁，黑色沁为水银沁，等等
。
如鸡骨白，是指玉器受沁处色白无光，偶见泛玻璃光泽；玉质变疏松，或变质成石灰质、朽骨质；其
色如水煮之骨，故称“鸡骨白”。
有的玉器仅在边缘处局部有沁色，有的是整体沁色，这是由于古代“燎祭”过程中，以火烧祭品后再
埋入地下土中所致。
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多呈鸡骨白色。
又如枣皮红，也叫朱砂红或血沁，是因为玉器长期埋在地下的泥土里，受硫化银和高价氧化铁等物质
侵入玉体所致。
颜色各有深浅，形成点状、块状、条状和全部的侵色。
习惯上把玉器在墓葬中受尸血浸侵而变成的暗红色也称为血沁。
“受血沁者其色赤，名曰枣皮红”。
　　玉器的沁色，在很大程度上是鉴定古玉的重要参考之一，当然也是后世仿古造伪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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