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明镜>>

13位ISBN编号：9787201063959

10位ISBN编号：7201063952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天津文博院、 李家璘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01出版)

作者：天津文博院，李家璘 编

页数：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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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前言

本书采取口述史的方法编写而成。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
”一般而言，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
“叙述”包括口述和笔述，即由访谈者以录音的形式采访当事人为主，兼顾当事人的“笔述”资料，
在此基础上由执笔者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再行加工，从而形成口述史著述。
这种著述是经历、经验层面的知识和学术研究历程与成果的综合反映。
口述史的两个核心和要点是记忆和诠释。
从文物鉴定来说，记忆可以理解为从事文物鉴定生涯中留下的记忆；诠释则是对鉴定文物过程的理性
叙述。
鉴于文物鉴定是一门独特的学科，编写这部书采取口述史的方法，对每位专家来说，既能体现他们从
事这项专业所遵循的普遍规律，更能体现他们自身的独特方法和视角。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把握叙述性、客观性、真实性，保持原始质朴的“口述”语言。
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则采取了口述和必要的笔述相结合方法，从而达到和保持整个篇章结构的连贯。
凭着专家丰富的经历、经验和研究成果，给读者提供更多了解文物鉴定的视角。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专家许多经验的东西往往寓于个人叙述的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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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镜：田俊荣自述》采取口述史的方法编写而成。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
”一般而言，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
“叙述”包括口述和笔述，即由访谈者以录音的形式采访当事人为主，兼顾当事人的“笔述”资料，
在此基础上由执笔者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再行加工，从而形成口述史著述。
这种著述是经历、经验层面的知识和学术研究历程与成果的综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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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识玉品玉生涯一、学徒二、征集三、管理四、鉴定五、在驻外使馆六、经验谈七、从仿品与真品
的对比谈鉴定下编 玉器鉴定举要一、先秦夏商周玉器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二、秦汉三、魏晋——唐宋元
魏晋南北朝玉器唐代玉器宋代玉器元代玉器四、明清明代玉器清代玉器附录鼻烟壶鉴赏珠宝翠钻鉴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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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算放下来，别提多高兴了。
我收的这件带官窑款的大明嘉靖年制青花瓷盘，后来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天津博物馆。
十年后，我改学玉器，拜著名玉器专家李敬儒、李季元先生为师（李敬儒，北京昌平人。
十四岁在廊坊二条学做玉器，曾在北京琉璃厂远古斋学徒。
后在天津泰康商场经商。
1958年公私合营后到天津文物公司。
在玉器鉴定方面以高古玉为主。
老先生是制玉出身，更利于鉴定高古玉器真伪。
在文物公司工作的几十年中，从民间征集珍贵文物数十件，其中有商代圆雕玉牛、汉代刚卯、严卯、
西周人龙复合型勒子等）。
（李季元，天津人。
父辈经营珠宝玉器，解放后子承父业。
1958年公私合营，1961年到天津市文物公司工作，为国家征集了大量翡翠、宝石、珠、钻真品精品）
。
那时，师傅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人又朴实。
师傅常说：你要进这行，就得喜欢这行，另外你得像白玉一样无暇，品质得优秀，别犯错误。
那时讲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做人，只有做好人，才能更好地学技术。
师傅还规定我们一是要学古文，而且古文字要懂，因为什么款、什么名号、别号，包括字画都是古文
的，这是基础。
我们还学习了三年唐诗宋词；二是学习打算盘；三是学习历史，就是学通史，通史不要求学多深，但
是一定要知道时代脉络。
那时的师傅不太注重理论研究，古玩行的工作特性是实践。
拿过一件东西先看，看完了以后，他就说，你看这一件就是宋代的特征。
我自己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就是一块玉，后来自己悟一悟，总看就找出规律性。
对宋代的人物、龙、鹿找出它们的规律性，然后进行排比，再看的时候，就用那种标准看，它们的头
、脸有什么特征，身、皮毛、四肢、骨骼怎么做的。
慢慢积累经验，多看多问，多找规律，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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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接受为天津市几位现任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编书的任务后，我们即组织天津文博院研究部人员确定以
“口述史”的方法，着手按照“口述史”的规范，拟订访谈内容，与专家达成共识，然后展开访谈一
录音记录一形成文字一后期整理，并将主动性与互动性寓于其中，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初稿完成后，交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陈益民先生审阅。
他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修改意见。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天津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口述丛书第一批四本终于出版。
原天津市文化（文物）局局长（现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成其圣、副局长张志首提这一课题，
并给予了具体指导与支持。
成其圣为本丛书撰写了序言。
局计财处处长侯玉贤积极筹措经费，予以资助。
张慈生、刘光启、云希正、田俊荣等专家全力配合。
陈骧龙、郭鸿林、李凯等专家对初稿进行了审阅，并作了许多订正。
天津博物馆办公室、书画部、器物部、图像信息中心等给予了热情协助。
天津人民出版社为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本丛书由田毓芬、韩瑞丽访谈、整理、编写，李家磷统稿；文物摄影李国强、刘士刚、贾凡；OCR文
字扫描识别贺培姗；编务杨秉强。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丛书的编写难免存有缺憾，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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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镜:田俊荣自述》：文物鉴定，如明镜高悬，照出古往今来多少藏品的真真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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