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冰清玉洁-中国古代玉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冰清玉洁-中国古代玉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220065194

10位ISBN编号：7220065191

出版时间：2004-01

出版时间：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古方

页数：188

字数：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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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清玉洁-中国古代玉文化>>

内容概要

在中华文明七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玉器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文明的缩影。
它是远古先民顶礼膜拜的神物，是森严礼仪等级制度的象征，是古人审美观念的表现，更是中华民族
美好品德的化身。
中国玉文化绵延七千年而不绝，是世界罕见的文化现象，中华民族以“爱玉”和“尊玉”而著称于世
。
     本书从认识玉的概念和产地开始，引导读者进入远古神秘而抽象的玉器世界，从它华丽的外表和湿
润的内质揭示玉器在古代社会中的神圣地位，通过“玉河采玉”、“和氏玉”、“完璧归赵”、“传
国之玺”、“玉衣之谜”、“地宫藏玉”等一系列传说故事，反映出古人浓缩在小小玉器上的喜怒哀
乐。
     本书反映了目前玉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很多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都是首次披露，是一部全面介
绍中国古代玉文化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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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古方，男，1962年生于北京，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考古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与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工作。
1997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馆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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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的祖先不但在远古时期就开始制造和使用玉器，而且很早就有对玉的内涵的一些理性认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断赋予玉器以新的解释和含义。
　　我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钟鼎文，这两种古文字中均有“玉”字。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玉”解释为“象三玉之连其贯也”。
就是说“玉”是一个象形字，最初的意思是把三块横玉用一条玉贯连起来。
许慎认为玉的特性是“石之美”，即外表美观，色泽纯正的岩石。
他还说“凡玉之属皆从玉”，就是说凡是用“美石”制成的东西，器物名都有“玉字旁”。
　《说文解字》中收录了140个带“玉”旁的字。
代表的字义很繁杂，有玉名、玉色、玉声以及治玉，还有“石之似玉”者。
　　古往今来，“玉”字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个美好而高尚的字眼。
人们用玉字组成不计其数的词，以表达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例如玉貌、玉体、玉女、玉容⋯⋯等等，
并把为正义而死形容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崇玉之风炽盛，可见一斑。
那么，古人在玉的自然属性之外如何增添观念形态方面的属性呢?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
德是质量，符是颜色，即质量是首要的，颜色是次要的，至今这仍是评价软玉的两个基本标志。
　　玉的外观颜色一望便可知，但其内质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古人有很多评价标准，如《礼记》为十
一德，《管子》为九德，《荀子》为七德。
汉代许慎将先秦对玉自然属性的观察和演绎加以概括和充实，提出玉有五德之说。
这五德是“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
；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絮之方也”。
可见五德不仅包括了玉的质、色、声、雕等内涵，而且把它们同人的品质结合起来。
“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比喻，都是古人将玉人格化，并赋予它美和德两重性
格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个学派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对玉器的功能价
值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反对掠夺战争，主张节约，把是否有利于解决人们的温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
因而对玉器持全面否定的态度。
它指出：“和氏之璧，随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
安社稷乎?日不可。
”他认为，“和氏之璧”等天下公认的宝物，既不能使国家富裕，也不能使人丁兴旺，对社会安定起
不了作用，所以不是什么宝物，只是少数统治者的奢侈品而已。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君主集权制，提倡以法治天下。
他对玉器的态度表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认为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实用性，如果一件装饰华丽的
玉器不能使用，它就没有任何价值。
他以玉卮和陶器为例来阐述他的价值观，说玉卮如果没有底连水都不能盛，而陶器不漏却可盛酒，陶
器虽贱但可实用，玉卮虽值千金却无用，因此陶器比玉卮强。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在他的论述中也多次提到了对玉器的看法。
孔子对玉器釆取较为实际的态度，对它的内质、外观及价值不轻加否定。
孔子认为玉材的价值并不大，玉器的价值在于它的制成品。
例如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我这里有块美丽的玉材，是藏在柜里呢，还是把它卖给识货的商人?”孔子
回答得很干脆：“把它卖掉吧!”可见孔子对玉材的态度是很随便的。
但是孔子对一些用玉制成的器物却很重视，《论语》描述了孔子执玉圭时，弯着腰，十分谨慎，一副
小心翼翼的样子。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用玉制度形成的时代，孔子非常重视礼制，对于玉制礼器也极为推崇。
不仅如此，孔子认为玉帛等器物还不足以表现礼的全部内容，玉器的内在美也是很重要的，他强调玉
器的表现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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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家思想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奉为统治的主导思想，因此孔子论玉对后世玉器体系的理念化影响也
最大。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儒家思想的介入，玉器从主要为原始宗教活动的“法器”、祭祀
鬼神的原始礼器，发展为贵族阶层用以表示身份、地位的佩饰，这在玉器发展史上是　　很大的进步
。
贵族阶层佩带成组玉饰的习俗在西周时期就已盛行，儒家学派对这种佩玉习俗在理论上给予肯定，提
倡以玉比德，使佩玉制度化，因而玉从主要为“神”服务转变为主要为　　“人”服务。
这个转变过程，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以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等含有唯物论因素的中庸思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古人爱玉、崇玉的传统，选择“玉”作为其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载体，提倡
“君子比德于玉”，将玉道德化、人格化，大大加强厂玉的文化含量，使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
有重要的　　地位。
　　对于今天研究古玉的人来说，除了要了解古人的用玉思想，还要有一定的鉴定古玉的知识。
玉器的鉴定是指鉴别作品的质地、年代、真伪及其价值。
鉴定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目验观察的传统鉴定手段，二是以科学仪器进行检测、化验、分析的鉴定方
法。
　　古玉爱好者在鉴赏古玉时，除了要把握各时代玉器的造型、纹饰、雕琢技艺风格外，辨识古玉的
沁色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沁色，就是玉器长年埋于土中，受到土壤温度、湿度、压力，以及各种矿物质的侵蚀，使得玉质
的色泽产生化学变化，出土时玉表面留有斑驳土蚀的岁月刻痕，不易辨出玉质原色。
　　玉器受沁首先与埋藏时间的长短有关。
清代陈性在《玉纪》中说：“凡玉在土中，五百年体松受沁，千年质似石膏，两千年形如枯骨，三千
年烂为石灰，六千年不出世则烂为泥矣。
”陈性还指出了玉色的变化，总结出古玉“十三彩”。
这个“十三彩”是：坩黄沁(黄色)、王睛(蓝色)、孩儿面(桃红色)、水银沁(黑色)、枣皮红(也称血沁)
、鹦哥绿(铜绿色)、硃砂红、鸡血红、丽金红、棕毛紫、松香沁(羊脂白玉)、秋葵黄和鸡骨白(白中浅
黄)。
　受沁现象还与土质有关。
清代刘大同在《古玉辨》中把出土玉器分为陕甘、江北和江南三部分。
陕甘处于黄河　　中游地区，由于土地干燥，玉器土沁较重，玉器保存较好；长江以北地区，土干而
不燥，玉器上多有斑点之痕。
长江以南地区，由于地性酸湿，玉器水沁较重，故多易腐烂。
　　随着出土的古玉不断增多，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各种玉器的质料，因为这不仅可以确定古玉原料的
产地，而且能了解古人在不同玉料的使用上是否存在着差别。
对于古玉料的鉴定，传统的古玉学家们往往用目验的方法，通过观察玉器表面的颜色、光泽和外观组
织来确定玉质，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
由于古玉表面曾经抛光，又经次生变化受沁，有时可变得面目全非，故不能准确地确定玉器的矿物结
构成分。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仪器和技术鉴定的方法引入了古玉鉴定领域，如偏光显微镜、化学分析
、光谱分析、油浸法、X光照相分析等。
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墓和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以及江浙一带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
就是用科学方法鉴定的。
这些方法比较准确地确定了一些玉器的矿物成分。
研究古玉的显微结构，需要有高精度的仪器才行，因为普通光学显微镜仅能放大数百倍，而质量较好
的软玉均需放大一千倍以上才能较清晰地观察其显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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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感受历史的斑斓　　王仁湘　　无论阅历丰富还是闻见浅显，在你我他心中总会有净土
一方，那里存放着自己用理解拼对出的一部珍贵的古国历史，或隐或现，或晦或彰。
　　虽然它也许只是一些残缺篇章，或是断断续续，或是不拘短长，有精彩有平淡，有许多的片断模
糊蒙胧，也有许多的片断让人铭心难忘。
　　那些片断是那样的悠远晦暗，那样的不可捉摸，又是那样的不可言喻。
　　那些存留在我们脑中千差万别的影像，却原来只是我们的主观重构与想象，是我们从故纸堆里提
炼出来的故事，或是由口口相传中获得的感悟。
　　它们虽是曲折流荡，却又影踪难寻，它们虽是波澜壮阔，却又声色俱无。
　　久远的历史已然逝去，它成了只能追述的数不清的往事。
但是历史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被后来的时光深深地埋藏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年万载，由
新而旧，由旧而古，在人类的记忆中渐渐忘却，变得不再那么清晰。
　　当历史的尘埃被层层拂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生动的活剧，有影有形，有声有色，这是
色彩斑斓的真实的历史。
　　历史原来可以复活，历史原本是五彩斑斓。
历史是看得见的真实存在，它是可以用十指触摸的陈迹。
这不足历史学家发黄的书本中的平面历史，而是考古学家们从大地下发掘出来的立体场景。
　　在作为考古学家的丛书作者们奉献的这些册子里，我们发现历史的本相原来是这般的丰富多彩，
是这般的亲切自然。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次古代文明之旅，你很快便会有许多发现，古老的历史原来可以观摹可以摩挲
，　千万年的往事原来可以直接面对面。
考古学家寻找回来逝去的辉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慧眼穿透千万年的迷雾，来感受历史长河泛溢的斑
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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