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杨伯达说翡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杨伯达说翡翠>>

13位ISBN编号：9787806967218

10位ISBN编号：7806967214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天津古籍出版社

作者：杨伯达

页数：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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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伯达说翡翠>>

前言

　　笔者为何要研究翡翠玉文化的流传问题?这有一个认识过程。
举凡研究古代玉器的专家、学者，很容易专注于和田玉，不考虑其他地方产出的玉料，亦无须考虑翡
翠。
另外，在客观上也有一种现象降低或淡化了人们研究翡翠的兴趣和愿望，这就是古代学者很少谈及翡
翠，留下的资料甚少，这增加了研究翡翠玉文化流传的难度。
还有一种情况是翡翠商人和收藏家不关心、不讲究翡翠历史，甚至不惜破坏旧翡翠改造为新商品投入
市场获取高额利润。
所以，到现在翡翠史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无人问津，很难找到研究翡翠史的专家、学者。
　　笔者之所以要研究翡翠玉文化传播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翡翠传播研究进展不畅而又不能　　回
避。
还有一个客观条件就是机遇问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把我引入翡翠史研究工作的门槛。
　　1999年，中国宝玉石协会副秘书长孙凤民先生以及文孟祥先生等与企业家合作编辑出版一本综合
性的中国翡翠专著，由各界学者、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
笔者应邀出席了这次编委会，确定由本人负责翡翠史的撰稿任务，列为全书第一章 。
会后做了搜集资料与实物的准备，并于7月4日由文孟祥先生陪同特赴云南龙陵县考察史前硬玉斧的出
土情况及其真实属性。
在龙陵县文管所所长杨兴卫的协助下，将四件玉斧带到云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进行显微拉曼
光谱检验，确定为蓝晶石[Al2(siO4)O]，不是翡翠。
之后，去云南省博物馆，在保管部邢毅主任和王丽明的支持下，观看滇王墓出土玉器，并请“中国云
南进出口珠宝玉石检测鉴定中心”进行无损伤检测。
此后，完成所有的调查研究、搜集资料等准备工作，按照笔者的理解撰成《翡翠传播的文化背景及其
社会意义》一文(2000年3月18日脱稿)。
此文是本人研究翡翠玉文化传播的阶段性的整合性成果。
笔者在搜寻有关古翡翠的文献和实物两方面资料时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是一片空白，汉至明资料均
极贫乏，虽可连缀，略成体系，但不足以作为释考研究之有力证据。
清代内廷翡翠的史料(如档案与藏品)尚较丰富，可补翡翠传播历史研究的阙佚，而这一任务只有故宫
博物院研究人员方可胜任，并向社会提供相关信息。
笔者曾系统查阅《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贡档》等档案，凡以为可用者均加摘录，累
计数千条。
于是抽查笔录，阅览已公开发表的清代翡翠藏品，经整理研究，撰一短文《清宫旧藏翡翠器简述》，
由《故宫博物院院刊》于2000年6期率先发表，这是笔者研究翡翠文化传播历史过程中公开发表的第一
篇文章，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故宫翡翠藏品的关注。
嗣后，在观望等待翡翠专著合作出版的过程中，为了引起学术界和翡翠收藏家对翡翠史的兴趣，先将
此稿中的文献考证部分略加调整，以《从文献记载考察翡翠在中国的流传》为题，提前交《故宫博物
院院刊》，于2002年第2期刊出，这是本人研究翡翠在国内流传经过的首篇专文。
　　不知何故，集体编写翡翠专著并公开出版的原订计划一直未能落实，随后便杳无音信，不　　了
了之，时隔三年，仍无下文。
2003年：，故宫博物院筹组《故宫学刊》，便将沉睡了三年的长稿交与《学刊》编辑部，于2004年正
式发表，公诸于世，为翡翠研究提供较为系统的、全面的缅甸翡翠在国内传播交流的历程，以及最终
组成玉、翠两种玉材为主体的互为碰撞交织的、富有特色的双轨制玉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完美形式。
上述i文发表后时有新资料发现，对已有资料也有了新的理解。
为普及翡翠传播的历史知识，须将文献与实物再次进行整合研究，依据新发现的资料经分析提出新的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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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翡翠是玉石中最珍稀、最昂贵的品种，堪称“玉石之冠”。
但囿于认识不足，中国历史典籍中关于翡翠的资料甚少，对今人来说，实为一大憾事。
    靡声海内外的玉器专家、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首次将翡翠置于玉文化背景之下，探讨其
传播与流变，垦荒草创，厥功甚伟。
本书内容翔实，观点明确，深入浅出，是翡翠鉴赏与投资的权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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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伯达，男，1927年生于辽宁旅顺，1948年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
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研究生导师。
观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
器研究会会长、中国宝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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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翡翠传播的文化背景及其社会意义　　翡翠本为鸟名（图1）。
《说文》释翡为“赤羽雀也”，翠为“青羽雀也”，均出郁林（今之广西）。
《异物志》释：　“翠鸟形如燕，赤而雄日翡，青而雌日翠。
”其实翡翠鸟类并非仅产于广西等西南地区，江淮之地亦出之。
其羽毛中的红、绿二色极为艳丽，远古即用其作饰物，王室、朝廷取于江南、越南等地。
民间亦用其作装饰，渐趋发展成专业化行业，用翠毛粘在片状物上以作饰品的工艺谓之“点翠”，大
致唐宋古籍已有记述。
此前，早于唐宋，还以翡翠比喻绿色或红色的石头，因美若翡翠，故以翡翠鸟名借之为石名，几经流
传遂成了产于今缅甸的辉石玉的专名和美称（图2）。
时至今日，只要一说翡翠，大家都公认是缅甸绿玉。
这种认同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
最早借用翡翠鸟名定名矿物的是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
据我国第一代地质矿物学者章鸿钊《石雅》考证，两赋的“翡翠”应为今缅甸所产辉石类矿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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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伯达说翡翠》图文并茂，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行文流畅，集知识性、实用性、可读性于一
体的大家之作，带您走进神秘的翡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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