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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金实质上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金属”。
（马克思）从考古发现来看，此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作为人类最早开发的金属，人们对黄金制器的利用，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步。
因此，一部金银工艺史，所反映的正是古代工艺、物质文化以及审美思想等多方面的历史面貌。
中国金银器的诞生较古地中海和南美地区晚，但在中国大地萌现之初就表现出独特的风貌。
例如，审美价值大大超过实用价值，发展受青铜铸造业、雕刻技术、漆艺乃至陶瓷业的制约等。
但仅就中国古代金银工艺史而言，却称得上是一部绚丽多彩、华光四射的艺术史，每一时代无不以其
独特的面貌卓然标举。
中国至迟在距今3000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黄金制品。
早期的金银器均为小型的装饰品，或是人身上的佩饰，或是其他器物上的附属饰件。
金银器皿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工艺已有较大发展，但大都来自青铜工艺。
两汉时期，金银制品数量增多，品种增加，工艺也日趋成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但大多数金银制品仍为装饰品，金银器皿较为少见，直到唐代以后才有较大发展。
唐代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繁荣鼎盛阶段，这一时期不仅金银器数量剧增，而且品种丰富，其器型与纹
饰风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汲取域外因素并融会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唐代金银器终于形成了独立的民族风格。
唐朝以后，中国金银器的发展趋于保守，但夹层技法、浮雕凸花、镂雕等工艺的创制，则前所未见，
堪称宋代金银器工艺的新特点。
而源于生活的写实性装饰纹样，也开创了宋代金银器清秀典雅的风格。
至明清时期，金银器与宝石、玉器相结合的镶嵌工艺盛行，造型愈趋多样化，纹饰繁缛富丽，制作工
艺也更为精细复杂，通体透射着富丽堂皇的珠光宝气。
相对而言艺术生命力有所削弱，但在集中表现金银器所象征的高贵与权势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
中国金银器是中国金银匠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融合各民族传统金属工艺精华，同时借鉴异邦先进
文化的积极因素，逐步摸索创造出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
为使广大读者对中国金银器的审美与实用、造型与装饰，以及金银器反映出的审美趣诣与文化倾向有
所了解，中国文物学会特敦请文物及考古专家贺云翱和邵磊先生主讲以上相关知识。
贺云翱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博物院从事考古工作。
现任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曾参加多处古遗址的发掘，并潜心于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及江苏徐文化、吴文化的研究，著述颇丰
。
他还投身于创办学术刊物和文物鉴定的研究。
贺云翱先生的助手邵磊先生现供职于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发表过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
目前，有关中国金银器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本书可算是补阙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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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天的魅力加上后天人类工艺的精心琢饰，使金银器具有了财富和艺术的双重价值。
本书讲述了中国金银器的演变过程及其独特的风貌，侧重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金银器制作的工艺、风
格、特点等以及代表器，并配有大量相关彩图及小知识，使得本书成为了解中国金银器全貌的基础读
本。
     “黄金实质上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金属”。
从考古发现来看，此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作为人类最早开发的金属，人们对黄金制器的利用，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步。
因此，一部金银工艺史，所反映的正是古代工艺、物质文化以及审美思想等多方面的历史面貌。
 本书讲述了中国金银器的演变过程及其独特的风貌，侧重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金银器制作的工艺、风
格、特点等以及代表器，并配有大量相关彩图及小知识，使得本书成为了解中国金银器全貌的基础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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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古之余，潜心于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及江苏徐文化、吴文化的研究，著述颇丰，并致力于文
物研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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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拥有华丽光泽的金银所谓金银器，是指以贵金属黄金和白银为基本原料加工制成的器皿、饰
件等。
黄金，元素符号为Au，原子序数79，原子量196。
9665。
色黄纯正，极细粉末为黑色；耐腐蚀，既不与水和氧反应，也不与酸、碱作用，化学性质极为稳定。
黄金的这一特性被中国古人归结为“真金不怕火炼”，并引申用来讴歌一切真实、美好的事物或情感
。
黄金的延展性极佳，制成金箔，最薄可达万分之一毫米；一克黄金可拉成2公里长的金丝，非常适宜
制作具有精细工艺要求的饰品和器皿，同时又适用于对其他质地的器物表面进行装饰。
黄金在自然界中的分布极其广泛，不仅存在于地球上，也广泛存在于地球表面的水圈、生物圈和大气
圈中。
科学家们还探测出巨蟹座中一颗恒星的表面存在多达一千亿吨的黄金，只是大气和外星球上的黄金目
前还无法为人类所利用。
金在地壳中含量稀少，且分布很散，多以游离状态存在，呈肉眼看不到的颗粒状，块状黄金极其罕见
。
往往一吨矿石，只含几克或十几克金；一立方米矿砂含金零点几克，就已经具备开采价值。
由于开采难度和其他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人类所开采的黄金很少，堪称金属中的稀罕品种。
在我国，黄金一般分为山金和砂金。
山金也叫脉金，主要存在于石英矿脉中。
含金的岩石经风化和侵蚀，被分离出来，和其他泥沙一起流入河中，金比泥沙重很多，会沉积下来，
这就是砂金。
人类发现较早的应是砂金，依其形而名之为麸金、瓜子金、豆瓣金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在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已有对黄金的描述：“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藐不生衣，百练不轻，从革
不远。
”这说明“金”只是各种含金矿物的统称。
事实上金矿可细分为黄金、赤金、白金三种。
因为黄金较纯，所以“为之长”，是金矿开采的首选。
而金矿中含有银、铜的就分别称为白金、赤金。
银，元素符号为A9，原子序数47，原子量107。
868。
色泽白亮，故称“白银”。
凡金具有的特点，如延展好、耐氧化腐蚀等，白银都具备。
不仅如此，白银在所有金属中导电、耐热性能最佳，对可见光的反射性最强，化学性质也最活跃。
银在自然界中呈单质状态的很少，多以硫化物状态伴生于其他有色金属矿石中，含量仅为铁的五百万
分之一，但仍较黄金为多，故珍贵程度也逊于黄金。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金银器>>

编辑推荐

《中国金银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金银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