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方讲古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方讲古玉>>

13位ISBN编号：9787802512313

10位ISBN编号：780251231X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金城出版社

作者：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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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方讲古玉>>

前言

2005年底，《收藏》杂志主编李毅民先生给我打电话，向我继续约写玉器方面的稿子。
此前《收藏》刊登过几篇我的文章，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是读者，这些文章所论述的内
容是不是我所感兴趣的？
抑或是否解答了我的疑问？
于是，我向李毅民先生建议开设“古老师玉器知识问答”专栏，采取互动的方式，由读者和玉器爱好
者以及收藏家提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来解答。
从2006年开始，《收藏》杂志不定期地连续刊载了“古老师玉器知识问答”的内容，结果颇获读者好
评。
其中解答的问题既有《收藏》杂志转来的读者来信提出的，也有我在讲课和鉴定活动中学员和收藏家
提出的，还有学术交流中所讨论的。
说实话，变换写作方式后，才觉得自己知识积累的不足以及中国玉文化的博大精深。
以前撰写玉器文章是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和兴趣，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写起来当然得心应手。
变成问答形式后，写作从主动变成被动，每一个问题都是对我的学识和经验的挑战，这使我不得不花
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玉文化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认真考虑和回答每一个问题。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是我扩充玉器知识，拓宽研究思路的一个机会，也是与玉器收藏家及爱好者
交流沟通的有效途径。
古玉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8000多年而不衰，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它与中华文明相伴，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是传统文化的象征。
在古代，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载体能够达到像玉器这样高的层次，它反映了每个历史时期的礼仪、信仰
乃至审美观念。
可以说，中国玉器史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华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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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作者收集的问题来看，涵盖面非常广泛，从玉文化知识、玉料、制玉工艺，到各时期玉器的风
格、鉴定、市场等等，均有涉及，从中可以看出目前玉器收藏的水平和认识程度。
这些问题有的浅显，有的深刻且比较专业。
应该说，当今的古玉收藏整体上水平还比较低，从浅层次上讲，很多收藏者连古玉的“标准器”（即
时代和真伪无误的器物）都没搞明白，也不听专家的建议，就一头扎进市场买了大量廉价“古玉”，
结果是吃亏上当；从深层次上说，是几十年来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很多收藏家对于玉文化的内
涵没有认识，在收藏古玉时只是注重它的市场价值而忽略了它的文化价值。
　　古玉虽然是最具吸引力的收藏品种之一，但其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涉及了各时代玉器的
造型、纹饰，制作技术和玉料特征等等，还要对仿古玉市场有所认识。
这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前古玩行中就有“一年玩画，两年玩瓷，三年玩玉”的
说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方讲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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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古玉之玉料和田离中原很远，古人为什么会选择和田玉作为主要的制玉原料？
中国古代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和田玉料的？
和田玉与中原内地的玉料相比，具有品种多、产量大、质量好的特点。
古人根据长期的制玉经验，经过对多种玉料的对比和筛选，最终选定了和田玉为玉料中的佳品，从而
奠定了和田玉作为数千年来中国古代玉料来源的统治地位。
中国史前时代玉器最繁荣的时期，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和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
，其年代分别为距今5500-5000年和5100-4200年。
红山和良渚玉器的原料来源已被证实是就地取材，与和田玉无关。
实际上，红山和良渚文化衰落后，中国东部的玉料来源处于枯竭状态。
黄河中游地区虽然是原始文化最为集中和发达的地方，但却没有发达的玉文化，这与玉料来源的匮乏
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一地区在距今4500年前是不存在玉文化的。
中原地区的这种状况，为后来和田玉从万里之外的西域输入中原内地创造了条件。
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跨入了文明门槛，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同时也是
和田玉大规模东输的最重要的动力。
因为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必然开始建章立制，而用玉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虽然目前对此不甚了解，但从《周礼》所记载的来看当时的用玉制度已相当完备，对玉料的需求
量相当大。
用玉制度的确立，使得玉料的需求量具有了规模性和稳定性，这对于和田玉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内地是
至关重要的保证。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将公元前20世纪作为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内地的开端。
西北地区的一些略早或相当于夏代时期的史前文化玉器中也有一些和田白玉制品，数量虽然较少但意
义重大。
这证明早在夏代建立前几百年，和田玉已经在向东传输，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原人们认识和接受和田玉
的过程，是和田玉大规模东输的先声，而西北地区史前先民则成为和田玉东渐的运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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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年前，金城出版社柯湘女士向我约玉器方面的书稿，我当时考虑将我在《收藏》杂志发表的文章结
集出版，得到她的支持。
随后，我将这些文章重新修改和编排并增添了新的内容以及图版，归纳为古玉之玉料、古玉之工艺、
古玉之发现、古玉之种类特征和古玉之收藏与鉴定五部分。
本书在文字整理和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柯湘女士和邓瑶华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人才疏学浅，行文有疏漏和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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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方讲古玉》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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