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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和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全国青铜器修复与鉴
定技术培训班》讲座提纲基础上，进行提炼、修改、增补而成。
其中，以李学勤、贾文忠等ll位文博界专家的授课教案为主要内容，兼及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的实践案
例，全面系统讲述了青铜器修复与鉴定的基本理论与实际操作的方法。
通过编者悉心整理，使得本书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篇章结构完整、内容充实，突出教学实践特
色。
本书适宜作为全国大专院校文博专业课程教材，以及广大文博单位和社会各界文物修复与鉴定爱好者
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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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震，1964年生于北京，中国农业博物馆处长，副研究馆员。
从事博物馆研究、农史研究，尤其是进行过文物修复、鉴定及其相关技术的培训工作，在该领域产生
了较大影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先后发表《明代宦官与农产品上贡》、《清代永佃权性质重探》、《开展文物修复技术培训培养
文物修复人才》、《培训工作的实践与思考》、《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管理体制与业务运行管理探析
》、等数十篇论文，引起学术界的较多关注。

　　贾文忠，1961年生于北京金石世家，老北京古铜张派第四代传人。
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生班。
现为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馆员，文物修复研究》期刊执行主编。
自幼酷爱书画、篆刻、受家父贾玉波影响学习文物修复、青铜器鉴定。
先后在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从事文物征集、保管、修复、鉴定研究等工作30
余年。
为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中国青铜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等客座教授。
出版《文物修复与复制》、《青铜器鉴定与收藏》等专著1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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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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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像鉴定　金　申
　一、佛像的分类与定名
　二、历代佛像的形象分类
　三、历代佛像的特征及辨伪
　四、藏传佛教金铜造像的流派与样式
　五、佛像辨伪概述
　附录一　金石书籍中著录的伪佛像
　附录二　近代伪造的云冈、龙门样式石佛
　附录三　还原历史环境判断佛像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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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青铜镜鉴赏　赵春安
　题目释义
　一、铜镜的基本知识
　二、各时期铜镜的特征
　三、铜镜鉴定
　宣德炉鉴赏　贾文忠
　一、宣德炉的文化价值
　二、宣德炉由来
　三、宣德炉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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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宣德炉的颜色
　七、宣德炉的铭款
　八、宣德炉仿品
　九、宣德炉的鉴赏
　十、养炉
　十一、宣德炉文献
　汉代铜鎏金镶嵌剑璏　王奉扬　王　宏
　金属古钱币鉴定　戴志强
　一、古钱时代特征的厘定
　二、古钱的区域特征的厘定
　三、古钱个性的把握
　四、古钱作伪的种类
　五、古钱作伪的手法
　六、古钱辨伪的传统方法
　七、古钱鉴定中科学方法的应用
第二章　青铜器保护与修复
第三章　青铜器修复实例
第四章　青铜器修复与复写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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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菩萨像和女性化的度母身段较早期更为秀美，比例协调匀称，肩部宽厚，胸部饱
满，重心倾于一侧，裙部依然薄透，有的在双腿胯部斜束一横带，右侧肩上斜搭一长珠链，下垂然后
在横带上自然地曲卷一小弯再上折，这个细节很富表现力和生活情趣，在10世纪左右的造像上常可见
到，是西藏和克什米尔造像上难得见到的。
 铜质上，尼泊尔佛像几乎多是清一色红铜铸成，鎏金色亦偏橘黄色，多有磨蚀现象，在凸起之处往往
露出铜胎，与清代北京造像的鎏金法全然不同，这也是判定佛造像时代的依据之一。
又喜在宝冠、白毫、缨珞等处嵌宝石、松石等。
 尼泊尔至今仍在按传统技术制作金铜佛像，仔细观察可对比新旧佛像的不同之处。
 2.藏西造像 西藏西部是古代佛教的中心地和佛像产地，主要为古格王国势力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阿里
地区。
 13～15世纪的藏西造像，比例匀称，身躯舒展，手脚等极富写实功力，宝冠、缯带、耳环等制作得玲
珑剔透，细部凿刻花纹精美，再加上帔帛和卷草纹光背，极尽浮饰之美，由于细部过于雕饰，轻盈剔
透，像背后要辅以梁架纠结各镂空部分，以起加固作用，有的背后饰物几乎纠结成网状。
 整体造型成三角形，特别是台座成大梯形，底边外张，莲瓣宽肥，尖端上卷，台座边缘饰连珠纹。
这种大梯形的台座是藏西佛像显著的特征之一，易辨识。
 藏西佛像几乎无例外均为黄铜，可能与这一带的铜产地有关。
鎏金者较少，制作精美者在眼白、缨珞或台座敷布等细部嵌白银、红铜、或嵌松石。
 大体上说，13～14世纪的作品还多呈浑厚优美，虽强调装饰性，但恰到好处。
15～16世纪后的作品，则过分矫饰，重在外表的玲珑华美，此后不久藏西的造像艺术即衰落了。
 3.西藏中部的造像 在造像上一般将拉萨及偏南的日喀则及江孜这一大区域的风格统称为西藏中部样式
。
 13世纪前，特别是11～12世纪的西藏铜造像呈现着各种流派交汇的现象，难于一言以蔽之。
 14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汉藏文化的交流，西藏美术上汉文化的影响有着突出的显现，此时的西藏中部
造像样式可以说已经成熟并开始定型。
除西部地区自身特点尚强外，西藏中部造样在样式上最能易于指摘的，仍可见尼泊尔样式的某些要素
，但这些要素与汉文化因素及西藏固有审美趣味相结合，甚为融洽，没有生搬硬套之痕迹。
尼泊尔造像的过分强调宽额、阔胸、厚肩等都大为削弱，细腻华丽的背光上的卷革纹及台座的繁复的
莲瓣纹，以及强调衣帛的柔软质感等手法，都无疑是吸收汉族艺术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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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专院校文博专业文物鉴定与修复课程教材:青铜器修复与鉴定》适宜作为全国大专院校文博专业课
程教材，以及广大文博单位和社会各界文物修复与鉴定爱好者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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