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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科学的考古发掘资料证实，中国玉器至少已有近万年的历史，经久不衰，连绵不断，一直延续至
今。
在这漫长的玉器发展史中，遗留下来的玉器数量当以百万计，且绝大部分仍留存无损。
它们之中，有的至今仍埋在地下而未发掘出来；有的已逐年出土；有的因是早年发掘而不知其出土时
间和地点：有的从未埋入土中，是流传有绪的传世品。
这批古玉器，在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宗教信仰和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有些特殊作用甚至是其他古代艺术品无法取代的。
因此，古玉器的重要性已逐渐为世人关注，是今人研究和了解中国历史的宝贵财富。
值得庆贺的是：在近几十年间，国内外均有众多的古玉爱好者、鉴赏家、研究家和私人收藏者着手对
古玉器进行探索，有的已发表了水平很高的论著，可以说，科学探索古玉器的大门已经被打开。
眼前的问题是，步入古玉器探索的大门后，如何对古玉器的全貌作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
要做到这一步，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
笔者认为，当今探索古玉器最突出的问题是古玉器的断代与辨伪。
因为即使是那些经过科学发掘出上的古玉器，也仍然要重新断代。
原因是很多古玉器，并不是完全与墓葬年代相同，有一些古玉器的制作年代可能比墓葬年代早了许多
；更何况那些非科学发掘品和传世品了。
此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仿古玉器和伪造古玉器的泛滥，自宋代开始，仿古玉器、赝品玉器便在官方
和民间盛行，有的已到了鱼目混珠、以假乱真的地步，为古玉器的研究增添了断代和辨伪的大难题.为
此，就今天的古玉器研究而言，断代和辨伪已摆在第一位，没有这步工作，对古玉器所作的研究都可
能是无效而没有意义的。
本人年轻时喜爱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尤对古玉着迷，故上大学时选修中国历史学。
毕业后又有幸分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玉研究工作。
初期是指定跟随我院古玉器鉴定家乔有声先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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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器是人猿揖别的主要标志。
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年代，神州大地的先民们用形形色色的石头制作各种各样简陋的劳动工具和武器
，去狩猎，去开垦，去争夺地盘，乐此不疲。
    玉石毕竟数量很少，玉工具和玉兵器弥足珍贵，更因为具有神秘的光泽，被上层贵族用来彰显特权
，用来和神灵沟通，失去了实用价值，后来只是被作为仪仗用器，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慢慢被人
们遗忘了。
    周南泉，享誉世界的玉器鉴定权威，文物收藏界的奇人，集数十年研究、鉴定、收藏经验，洋洋洒
洒数十万言，将上古玉工具与玉兵仪器的品种、形制、工艺特征等娓娓道来，演绎出一部古代玉器的
收藏宝典，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投资、鉴藏玉器的绝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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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泉，男，汉族，1936年出生。
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
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兼任中国宝石协会常委暨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协会收藏与鉴定委员
会常委等。
长期从事中国古玉的研究、鉴定、教学和举办展览等工作。
著有《古玉精华》、《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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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玉工具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会用石工具和武器（图1-1-1）及用兽皮、麻织
物做衣服护身保暖。
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的纺织物为衣的情况可实证。
用兽皮也好，用麻纺织物也好，要做成可穿的衣物，都少不了缝缀，而缝缀时又少不了针，或形近似
针但较粗短的锥。
故针或锥随着有缝缀衣物之时似已有。
一、玉针考古资料说明，旧石器时代的衣物今已无存，但用来缝缀衣物的针或锥，早在距今一万年前
的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已发现多件，只不过其时制针的材料是石或骨。
从而说明，中国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针，并有可能主要用其作缝衣之用。
山顶洞人使用的骨针，一端尖，细长，另一端有一横穿孔，以供线穿过其孔缝制衣物（图1-1-2）。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骨针的稍后，还没有金属针以前，考古发掘中还多次见到用玉料做的针。
据报告，今所知最少有如下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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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玉器断代与辨伪:玉工具与玉兵仪器(上下)》由蓝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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