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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玉器鉴定十八讲》以历史年代为线索，系统阐述了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上自史前、
下迄明清，历时近万年玉器演变的时代风格与区域特征。
为了使读者准确把握历代玉器的特点，作者对于历代具有代表性的玉器器型和纹饰作了精练概括，并
配以经过精选的百余幅图片，便于读者对照阅读。
体味细部特征。
《玉器鉴定十八讲》现可作为玉器爱好者的自学教材，也适用于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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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辉，1963年出生，山东阳谷人。
199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东方考古研究
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考古学史和玉器鉴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杨波，1961年出生，安徽怀远人。
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现任山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青铜器和玉器的鉴定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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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漫长的石器时代，自然界中形形色色的石材和石料无疑是先民们接触最多的生产材料。
长期的实践积累，使他们对于诸多岩石的不同性能及特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制造石器所选用的
石材逐渐固定下来。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在制作石器时，除了要求石材的硬度和易于加工等特征外，还注意到了石
材的色泽。
例如，辽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用绿色蛇纹岩制成的石砍斫器，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其时代
距今大约一万二千年。
不过，尽管蛇纹岩后来成为史前先民广泛采用的玉材，但我们还不能把仙人洞的石器当作玉器来看待
，因为它们的实际作用还是用于生产活动，制作实际上是出自偶然；而且，其器型也并非我国传统玉
器的种类。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史前玉器的早期阶段的起止年代，大约从距今一万年到距今六千年左右，
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大致相当，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有东北地区的查海文化、华北地区的裴
李岗文化和南方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等。
同任何事物产生途径一样，玉器最初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而出现的。
这一实际需要，就是先民们对美的渴望和装饰自身的追求。
　　这一时期的玉器种类主要是装饰品，实用工具非常少见。
个别的实用工具，例如查海文化的玉匕，实际上兼具装饰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位于气候干冷的北方，还是气候暖湿的南方，先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耳部
的装饰。
查海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发现的玉块，就是最好的明证。
玉块整体呈圆形，一侧有一小缺口，直径2～4厘米不等，出土时往往位于墓主人的耳部。
经试验，查海文化的玉块，利用缺口正可夹戴于耳垂。
这是玉块的最早形态。
此后，玉块作为耳饰延续六七千年而不衰，并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邻近国家和地区，
成为东亚地区颇具特点的玉器之一。
　　查海文化另一种具有特色的玉器是所谓玉匕，或称“匕形器”。
器体呈扁平长条形，一面内凹。
刃端作圆弧形，顶端钻一小孔。
器长10～15厘米。
出土时位于死者腰部，据推测可能是一种兼具实用价值的玉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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