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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玩”即古代的文人雅玩，清代以前称“骨董”，宋代称古物。
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对骨董的含义作了解释：“又谓‘骨’者，所存过去之精华
，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晓也，‘骨董’云者，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
”在明代诸家的记载中，又有将“骨董”写作“古董”的，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骨”与“古”
的发音相似而混同，并且“古董”所指的都是古物，意思也相符合，于是就流行开来了。
这和“景泰琅”又称为“景泰蓝”相似。
　　古玩中的“玩”字，在古代既可用作名词，又可用作动词。
作为名词，有“玩赏的东西”之意，如陆机《叹逝赋》：“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
”作为动词，既有“弄”、“戏弄”之意，又可解释为“欣赏”、“观赏”和“研习”、“钻研”，
如《易?系辞上》：“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王充《论衡·案书》：“刘子政玩弄《左氏》（指《春秋左传》）。
”所以，“玩古玩”，正确的解释应为欣赏和研究古玩的意思。
　　在不少场合，“古玩”的名称常常和“文物”名称互用，那么，古玩和文物是否为同一概念?两者
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文博界的专家学者对文物下的定义为：“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由人类创造或
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遗存的总称。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这里，文物的概念包含了一切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历
史文化遗存。
在年代上，不限于古代的遗存，也包括了近现代的，甚至是当代的；在形态上，既有可作几案摆设的
小小古代工艺品，也包括了古代的宏伟建筑物和巨型雕塑等；在内容上，既有历史文物、少数民族文
物，也包括科技文物、革命文献资料等。
古玩是古代的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属于文物的范畴，但仅仅是文物中的一个部分；文物的概念涵盖
了古玩，但古玩却不能涵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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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散见于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许多灰陶、红陶、彩
陶和黑陶等，都是我们远古先民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在这些中国早期的陶器中，仰韶彩陶和龙山黑
陶是杰出的代表。
     本书旨在为学生提供一本学习古玩鉴赏基础知识的教材的同时，也为社会上初涉古玩或准备涉足古
玩的读者，提供一本较为系统而又简要的古玩鉴赏入门书。
为了便于读者自学，书中配了许多图片，并在每一章节的后面，列出了相关的参考书目，以便于读者
查阅和进一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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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几千年来，一代代中华民族先人留下的、至今难以胜数的艺术珍宝，犹如天河银汉，千万星斗，
熠熠生辉。
在这闪烁着先人智慧和艺术灵光的星河中，陶瓷是最耀眼的明星。
　　岁月的湍流每每将古昔的事物冲得无影无踪，然而，在不朽的陶瓷上，时间却永恒地凝固了。
它那千姿万态的造型，五彩缤纷的釉色，丰富多变的纹样，向今人展示着那久远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
时代。
每一件陶瓷都有一段社会历史、一段生活内容，每一件陶瓷都是一个人间奇迹、一团神奇的想像⋯⋯
　　在漫长的史前岁月里，人类与火结下了不解之缘，用火驱退猛兽、抵御严寒、烧烤食物⋯⋯火不
仅给人类增添了勇气，带来了温暖和光明，而且使人类获得了重要的认识，即黏土经过火的烧灼会粘
结变硬。
于是，人类用自然物使黏土成器形，经过火烧灼，产生了最初的陶器。
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劳动，是人类改变自然物的开端。
在诀别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而从事农耕、安享定居生活的时候，人类开始了用土与火谱写文明史的新
篇章。
　　如果说，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共同发展的结果，那么，瓷器的发明则是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对人类
文明作出的独特贡献。
瓷器首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然后传到了国外。
历史上中国被世界各地称做“瓷器之国”。
英语中“China”除了有“中国”之义外，又有“瓷器”的意思，有人认为“China”这个词最初的含
义是以瓷器指代中国。
　　瓷器的发明，使土与火的艺术展现出一个无限美妙的天地。
　　打开陶瓷史，我们看到那一件件造型古拙可爱的陶器，充溢着一种朴实粗犷的气息，而那一件件
晶莹闪亮的瓷器则有一种高雅华贵的气质。
如冰似玉的青瓷，洁白如雪的白瓷，灿如晚霞的钧窑变色釉，釉汁莹厚如堆脂的汝窑瓷，色质如玉的
景德镇青白瓷，翠绿晶润的龙泉青瓷，达到青瓷釉色之美极致的梅子青，布满碎纹的哥窑，油滴、兔
毫盏、鹧鸪斑、玳瑁状结晶釉、乳浊釉，还有磁州窑的釉下黑彩，吉州窑的剪纸贴花、木叶纹饰，散
发出一股浓郁的民间装饰意趣。
明净素雅的青花瓷，釉上釉下相映成趣的斗彩，浓翠红艳的五彩，名贵华丽的珐琅彩，典雅柔丽的粉
彩⋯⋯都给人们以无限的美的享受。
　　瓷器亮丽的釉彩往往先声夺人，但瓷器的优美造型却不失诱人的魅力。
以瓷瓶为例，玉壶春瓶、梅瓶、瓜棱瓶、橄榄瓶、扁腹瓶、直颈瓶、胆式瓶、净瓶、象耳瓶、柳叶瓶
、方瓶、凤尾瓶、棒槌瓶⋯⋯多姿多态的造型是那样的匀称秀美，那样的轻盈俏丽，那样的朴实大方
，从实用出发兼顾到审美的需求，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如果今人将其造型稍作改动，就再也达
不到其原来的美感地步。
古代艺匠的智慧和才华多么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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