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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鉴定文物是文物工作者和文物爱好者的一门基本功，是确认一件文物固有价值的必要前提。
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留下丰富的文物，由于历史的原因，文物真伪杂糅。
因此，掌握文物鉴定知识，对从事收藏、鉴赏、了解、研究文物的人来说，均显得十分重要。
    文物鉴定这门学问，古已有之，某些器类如书画、金石还留下了许多专门著述，但诸多论述显得比
较零星、简略，缺乏系统、理论的总结。
近现代学者在书画、青铜、陶瓷等器类上结合实践经验，撰写了不少鉴定专著，从纵向和横向、理论
和实例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了论述，奠定了科学的现代鉴定学基础。
但不少器类如工艺、雕塑等，仍缺乏系统的鉴定理论专著。
在“中国文物热”方兴未艾的今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成套的《中国文物鉴定》丛书，广
泛传播文物鉴定常识，这无疑是对文博工作的极大支持，也体现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出版宗
旨。
    本丛书约请的作者，都是从事文博工作多年的专业人员，有较丰富的实验经验和较强的研究能力，
其中大部分是本专业中成果丰硕的专家，也有一些属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业务骨干。
他们掌握文物鉴定的方法并熟悉本专业鉴定的现状，结合自身实践，对文物鉴定知识进行整理、归纳
和综合分析，并从时序的纵向和理论的横向展开论述，力图作一番阶段性的系统总结。
各器类的文物鉴定，既各自成书，又配套成龙，故此套丛书的出版，想必会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文
物鉴定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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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丽华，女，1953年出生。
现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故宮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十几年来，以故宮博物院藏存的明清漆器为主要研究方向，并结合国内外考古发掘与收藏，对漆器的
产生、发展、演变及其鉴别等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专业文章数十篇，于1996年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漆器鉴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序　第一节 我国古代对漆的认识和生产　　一、漆液与“漆”字　　二、漆的性能　　三
、漆树的种植　第二节 古漆器的使用及其地位　　一、礼器　　二、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三、生活
和陈设用器　　四、漆器作为贡品　　五、漆器作为赏赐、馈赠品　　六、药材用漆　第三节 古漆器
的分类和制作方法　　一、中国第一部保存下来的漆工专著《髹饰录》　　二、漆器的分类与制作方
法第二章 漆器纹饰鉴别　第一节 漆器纹饰的意义　第二节 漆器花纹的种类和主要特征　　一、动物
纹样　　二、几何形纹样　　三、植物纹样　　四、叙事画纹样　　五、吉祥图符纹　　六、神人、
神话及巫术纹样第三章 春秋以前漆器的特征及识别　第一节 新石器时期的漆器　　一、新石器时期
漆器的一般情况　　二、新石器时期漆器的装饰　第二节 商代的漆器及识别　　一、商代漆器出土情
况　　二、商代漆器的纹饰与用色　　三、商代漆器装饰的几种方法及工艺　　四、审美特征　第三
节 西周漆器及识别　　一、西周漆器的品种及特征　　二、西周漆器的礼器功用　　三、西周漆器的
装饰特点　　四、漆器的制胎　　五、对我国螺钿漆器起源的看法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漆器及识别　
　一、春秋时期漆器发现的情况　　二、春秋时期漆器的品种及纹饰特征第四章 战国、秦、汉时期漆
器特征及识别　第一节 战国时期的漆器及识别　⋯⋯第五章 三国至唐、五代时期的漆器及识别第六
章 宋元时期漆器的特征及识别第七章 明代漆器的特征及识别第八章 清代漆器的特征及识别第九章 漆
器辨伪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漆器鉴识>>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序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用漆和最善于用漆的国家，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发现
漆液不仅具有很强的黏性，还具有美丽的光泽，因此将它用于生产工具的粘连、加固，继而涂刷于生
活日用的陶器、木器上。
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又进一步发现了精制漆液之美和它的装饰价值，于是开始用漆来髹涂和装
饰器物。
用途广泛、花色繁多的漆器及漆工艺品就这样诞生了。
延绵数千年的制漆业，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神奇瑰丽、珍贵无比的漆艺精品，这些漆艺品成为华夏文化
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且在世界物质文明史上也有它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我国古代对漆的认识和生产一、漆液与“漆”字漆液系漆树上分泌出的一种液体，半透明，呈
灰乳白色，遇到空气氧化后便呈黑色。
漆树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的中国、越南、朝鲜、日本、泰国、印度等地，尤以中国分布最为广泛，主
要在贵州、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陕西、河南等省。
漆树为落叶乔木，喜阳光，生长快，五至十年即可开始割漆，割漆的季节在每年的四至八月份，以三
伏天割下的漆质最佳。
割漆的方法，是用刀将漆树皮切口，插入竹管，外导漆液流入桶中，这种流出的漆液即天然生漆，俗
称大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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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漆器鉴识》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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