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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旦古中华，文明渊远。
自新石器时代起，当中华文明犹如一轮红日蓬勃而出，便以其举世瞩目的光芒照亮了神州大地。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在数十个新旧朝野更替的时空内，历
史与情感、道德与善恶、智慧与良知凝聚成为我国难以数计的民族精魂，也浓缩了我国崎岖漫长的社
会发展轨迹，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各种遗存一古代文玩。
古代文玩，简称古玩，亦称古董或骨董，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经济价值，是经过科考验
证的文物和各种古代遗存的统称。
我国的好古之风缘起较早，始现于六朝、隋唐时期文人对文房用具的品质优劣考究，由此沿袭成风。
宋代渐趋普遍，明代中期收藏之风蔚然兴盛。
皇室宫廷的帝王、达官显贵以及大贾巨商也争相附庸风尚，多方搜集民间珍玩，藉以增饰其儒雅形象
，并相继以此为豪，也极大的推动了文玩收藏之风，刺激了明清工艺品制作的发展。
古玩的称谓由来已久。
最早称之为骨董，其“骨”即所谓“过去之精华”，“董”就有是深藏之意，即深藏的过去精华。
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应是唐代开元年问张萱的《疑耀》，其书日“骨董二字乃方言，初无定字。
”明代董其昌《骨董十三说》称：“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
”由此，骨董一词便沿用至清初，直至乾隆始称“古玩”。
古代文玩包括有很多种类，内涵复杂，质地各异，其概念以不同地域、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文
明程度的不同，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均有不同。
解放后，国家统一将古玩称之为文物，并由文物局分为12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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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青铜器鉴定实例》是一本集众家所长，众人智慧的劳动结晶，其编著的目的在于普及和推广青
铜器的鉴别知识，提高广大文玩收藏爱好者的鉴定水平，使得流落民间的国宝得以更好的保存的同时
，免于遭受收藏热潮中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在历时三年之久的辛劳之后，这本《中国青铜器鉴定实例》将要付梓印刷了，我们如释重负，终于
可以以愉悦、轻松的心态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来了！
    在这三年来的工作中，这套丛书从最初的选题策划和讨论开始，从资料搜集到文字整理、从版式设
计到录入编排、从藏品征集到实物拍摄、从数次打印到最后的审校，迷茫、艰辛、努力、失望、徘徊
、肯定、喜悦可以说贯穿了整个编排过程，伴随着大家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也成功地化解了诸多工作
中各个环节的难题和疑问，也凝聚了太多人的辛劳与汗水，其中的苦与乐确实难以言表。
    对于这本书的问世，我们应该感谢的人和事有很多，但首先应该感谢的是这篇《后记》，它的设置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集体和个人情感得以自由发挥的空间。
也是我们能够继之而来，对那些为本书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藏品的提供者再次表示感谢。
    这套丛书选题的灵感来源于我的一位好友冯浩亮，他是一位质朴的农家汉子，待人诚恳；他是一位
精明的古玩商，经他转手的青铜器、瓷器、玉器往往升值很快；他又是一位鉴定大师，在我们相处的
日子里，总也免不了许多求助“掌眼。
的打扰；他精于思考，常常为国宝流失海外但又无力留存而感慨，牢骚满腹。
是他为本套丛书搭建了架构雏形，还为本书提供了不少藏品和实战鉴定方法，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
创新构想，可谓大功者。
借此，连同为本书提供藏品的周伟、李雪、陈进武、康健、王小武等人也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尽管这套丛书涉及的类别相对较少，单项规模也不是很大，但都是目前古玩市场上经营的大项，也
是最容易“走眼”的类别，考虑到读者和古玩收藏爱好者的实际需要，所以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投
入了较多的人力和时间，以期尽可能的实现本书简洁、清晰、便利、实用、学有所依，学有所用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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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概述 一、形成期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
化。
青铜是红铜、锡和铅的合金，也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
青铜器的冶铸和使用是我国悠久古国文明的传统文化中的一页。
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
在我国的商、西周、春秋三个历史时期，由于青铜器的大量出现和使用，被史学家们称之为“青铜时
代”。
青铜器究竟是怎样被发现和应用的呢？
从我国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陶器的烧铸技术为冶炼青铜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大约在6000-7000年前，就是古代历史传说里的炎帝时期，炎帝又称烈山氏，是放火烧山林的意思，又
称神农氏。
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火的应用技术已被人们所掌握。
此时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已经分工，磨制石器盛行，陶器被广泛烧造。
由于生产需要各种石器工具，有的部落就专门挖掘、搜寻、制作石器用的石料，用以交换粮食、麻布
以及牲畜等。
在此过程中釆石就开始发展了。
采石需要挖掘石山，有些石土混合的石块很容易用木棍之类的工具挖掘出来。
如果石块比较大，就要架起火来把它烧裂，这样一些含有铜和铅、锡、锌等共生的矿石混合在一起，
经过温度并不太高的柴火燃烧之后，矿石熔化了，冷却后就凝结成青铜的饼块。
开始时可能是无意中的发现，但随后就懂得这些青铜饼块是可以再熔化，再凝结，就这样逐渐积累了
用火来冶炼青铜的经验面成为一项技术，在尚未脱离铜石并用时代，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就由此诞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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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青铜器鉴定实例》内容包罗万象，大到各种摩崖石刻，建筑古迹，仰观感叹；小到玺印古钱，
方寸之间，置于掌中把玩。
在归类的同时，也将文物和文玩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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