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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

前言

　　前言　　在我国，人们一提到玉，便会产生一种崇敬的心情，一种景仰的心情，一种神秘的心情
，一种亲切的心情。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璧、玉琮、玉璜到现代使用的玉佩饰、玉摆件、
玉实用品，我国用玉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君子比德于玉”又几乎成为大多数人修身养性的座右铭，
不论时代怎样交替，人世怎样变迁，玉材质之通灵，玉工艺之精湛，玉设计之绝妙，玉意境之深远，
玉礼器之凝重，玉佩饰之纯正，玉摆件之高雅，始终是人们审美追求的对象，并成为各个时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玉器是由玉石这种特殊材料加工而成的工艺美术品，它的工艺美具有空间性、直
观性和想象性，通过其细膩滋润而坚韧的质地，艳丽的色彩，巧夺天工的工艺，反映出有色，有形，
有透视感的美和引人发思的深邃文化内涵。玉不琢，不成器，玉雕工作者一般根据玉料质地、色彩、
块度、形状、加工性能、市场需求等特点，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独具匠心地设计、雕琢出有深
刻文化內涵的形、色、意兼备的工艺品。玉器产品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现代玉器一般分为摆件和饰
件两大类，其中摆件类又包括器具、人物、花卉、鸟类、兽类、玉山子等。中国玉器往往遵循中国传
统美术理论，即以形写神，神韵生动的艺术规律，讲究造型逼真，雕刻精细，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
尤以运用吉祥图案这一方式，赋予求吉呈祥，消灾免难之意，寄托人们对幸福、长寿、喜庆等的美好
愿望。中国玉器发展的各个时期，玉器的用料、加工工艺、玉器品种、用途、造型、纹饰、艺术风格
等方面各具特色，同时，中国玉器的鉴定、评价、欣赏等方面也都具有一定的原则。　　二十多年来
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民生活的改善，思想观念的转变，给玉雕行业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
，玉器行业的恢复与发展，使玉器消费市场得到极大发展，产供销极为强劲，市场需求由外销转向外
销与內销共同发展，玉器也被揭下神秘的面纱，“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历史的
进步。玉器不能高高在上，要进入社会各层面，尤其是平民百姓的消费范围，这样才会有生命力。随
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爱玉、赏玉、玩玉、藏玉的风气得以恢复发展，更多的爱好者进入
这一行列，这无疑有益于人们陶冶性情，提高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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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

内容概要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爱玉、赏玉、玩玉、藏玉的风气得以恢复发展，更多的爱好者进入
这一行列，这无疑有益于人们的陶冶性情，提高修养。被誉为神奇“东方艺术”的中国玉器，有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玉文化，既传播了科学的玉器知识，也弘扬了中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寓知识性、科学性、欣赏性于一体。本书既可以作为国内珠宝专业学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以
作为社会各界玉器爱好者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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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

章节摘录

书摘    绿松石，质地有软有硬，硬的色浓质细，软的色淡质次，料形大都为拳头大小的圆疙瘩，大块
料也多半是由许多小块料结合组成的，这种料，历史上多用以设计嵌珠和花片等小件产品；近代玉雕
艺人们见其料色鲜艳，反光性弱，大都用以设计人物和花卉产品。    青金石，色如靛蓝，比较稀有，
其质多为千层板，性糠，一般不可用以设计器皿，也不宜设计花卉，可以设计兽类和人物产品。    玛
瑙，性脆多绺，设计前必须先去其绺，因其颜色丰富且变化较大，大都可设计出俏色作品，遇到无绺
的大块料，也可设计花薰等器皿。    珊瑚，硬度不高，但色泽鲜艳，有玉的质感，形体多似花卉，枝
权繁多纤细，因而近代多设计成花鸟和仕女产品，显得特别瑰丽夺目。    总之，玉器通过因材施艺，
才能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和经济效益。但近代也有不少艺人做了突破这种规律的尝试，获得了按需用
料的好效果。例如，玛瑙性脆，遇到一定压力容易碎裂，因此在历史上从未见有玛瑙链子产品。20世
纪70年代以来，有的艺人根据历史上玛瑙薄胎碗的成功先例，勇于创新，设计出一些工艺难度很大的
带链子的玛瑙制品，并积累了不少经验。更有人从需要出发，设计玛瑙镂空产品，在制作上也获得成
功。著名的玛瑙虾盘、蟹盘，在当时之所以名噪一时，震动玉坛，不仅在于它们俏色巧妙，同时也在
于它们为按需用料做出了榜样，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还有一种按需用料的做法，玉雕艺人可以不受原
料的限制，相应地考虑按需生产。也就是说，艺人们可以先有构思和设想，然后再去选用适合的玉料
。这种做法也有不少成功事例，如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草原新牧民这件作品，就是设计者先有一个酝
酿已久的构思，后来按照腹稿选用一块带黑色的岫玉琢成的。    这种按需用料的创新做法，是值得鼓
励的，但那些把一些大块的整料好料，截成一块块同样大小、体形相同的小料，用以生产一批批大路
货的做法，就很值得研究了。一般说来，生产大路货的产品，完全可以使用次料甚至带脏绺的料，不
应当大材小用，造成浪费。    5．量形施艺与破形使材    按照玉料的自然形体进行构思设计，这也是玉
器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玉料有大有小，形态各异，有开采时爆破形成的不规则形态的山料，有长年
在山谷、河床中经冲磨形成的卵石状籽料玉，还有如珊瑚类呈树的干、枝形态等。量形施艺，即以玉
料形体作为创作设计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只在现成的料体上构思，不逾越这个条件另搞什么拼接、组
合一类的设计。这样的设计自然会使创作思路有一定的局限。但正因为有局限性，琢玉艺人在长期的
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形成一整套特殊的技艺。有人说，假如给琢玉艺人一张白纸，让他们设
计一件玉器产品的造型，有的艺人很可能面对白纸发愁，不知从何下笔，但把一块奇形怪状的玉料摆
在他们面前，他们的思路马上就会活跃起来。玉料的各种自然形体，正好为艺人提供了丰富的联想条
件，历史上许多珍贵的玉器佳作，实际上都是这样量形施艺而成的。    量形施艺要求依据料形做到以
下两点：（1）设计时要依据玉料形体的条件，尽量利用原料体积的高点，特别是对于贵重的玉料（
如绿松石、珊瑚、翡翠、青金石、白玉等优质玉料）更应如此。有的作品尽管需要除掉一些料，但应
注意做到在重量上减少而体积上并不感觉小。如果在造型构图上处理得好，还会产生比原料要大一些
的效果。（2）根据料形酝酿取材，一块料是适合做浑厚古雅的花薰，还是适合做挺拔清秀的花瓶；
是适合做体态肥胖、惹人好笑的大肚弥勒佛，还是适合做体态优美、衣纹飘洒的嫦娥奔月；是适合做
体态丰满的大象，还是适合做机警敏捷的梅花鹿等，均要反复进行推敲。如果设计者既充分利用了玉
料的形体，又有巧妙的构思，其作品必定是成功的。反之，作品的设计脱离玉料的形体，任凭主观想
象设计一个造型，那么题材、内容再好，构图再生动，也是徒劳的。因为，玉料既不能像泥塑那样可
以任意塑造，也不能像木雕那样可以粘接。所以玉雕的造型设计必须遵循量形施艺这一基本原则。    
但是，量形施艺一定要避免搞成“品如料貌”。所谓品如料貌，就是指做完的作品形状与原材料形状
一样，还保留着玉料的原始面貌。如某些经琢磨后的成品上仍保留着玉料原有的方形、长方形、三角
形的痕迹；珊瑚料上做人物、花卉后还保留着珊瑚枝权的圆柱体状等。就是说作品完成后，其形态不
要近似于玉料原有的那种不能给人以美感的形态，应当有所变化，给人以美感。所以，量形施艺要尽
可能在原料体积的外轮廓及其高点范围内进行创作设计，不要轻易伤料除料，尤其对白玉、翡翠、绿
松石、青金石等贵重原料，在设计时要考虑保持其原有的分量，尽可能少减其分量；但是，这个要求
不等于可以保留不能给人以美感的原料本来的形态，对这样的玉料自然形体必须采取“破形”的手法
，破其本来的面貌，以求得更好的造型效果。    我们所指的量形施艺，应是在充分利用原材料形体的
前提下进行构思设计，然后再根据设计的造型，采用“破形留神”的手法，达到所设想的艺术效果。 
  6．单色尽美与多色找俏    玉料种类繁多，每种玉料的颜色各不相同。各种玉料大部分都有其基本的
色调，如白玉为白色、墨玉为黑色、黄玉为黄色等。还有一些玉料在自身的主色调里包含有其他的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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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

色，如翡翠料中有绿色、粉色、红色、白色和黑色等。因此，对于各种不同玉料的颜色如何运用也非
常重要，这也是玉雕创作设计的主要特点之一。    （1）单色尽美    单色玉料是指整个一块玉料呈单一
颜色。单色玉料设计首先要按玉料色调的特点以及由色调所产生的情感来选择适合表现的题材与内容
。因为任何色调都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想象，而玉料的色调也是如此，所以一定要借助于玉料天然的
色调，起到烘托、深化主题思想的作用。例如用洁净清雅的白玉琢制观音要比做哼哈二将更为适合，
也可表现白仙鹤、白孔雀之类的题材，这样比较符合欣赏者的心理习惯，反之，用来表现山鹰就不会
收到理想的艺术效果。如果用浅绿色的岫岩玉琢制“洛神”，虽然表现不出朝霞捧日的效果，但作品
本身的浅绿色调符合洛神——这一“水神”的形象基调，能引起人们对水的联想，并表达出水上洛神
的意境。又如用淡雅的玉料（白玉、青玉、岫玉等）琢制“黛玉葬花”，能表达并渲染黛玉多愁善感
的思想情绪；反之，若采用红珊瑚来设计，色调喜庆，就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其次，在设计一件作品
时，应注意将玉料的旺色安排在作品的正面和突出部位，以显示玉色之艳丽。    （2）多色找俏    有一
些玉料中含有多种色彩是自然形成的，既无一定形状，又无一定规律。在这些玉料上进行设计难度较
大，除按照单色玉料的设计要求外，还需要一定的独特的手法——俏色的设计。其又分为广义玉料说
和狭义玉料说。其一是“广义”玉料说，认为凡是可作工艺美术品的珍贵石料均可称为玉石；其二是
近一个世纪以来为西方学者所传播，后又被许多中国人所接受的，所谓中国玉只有两种，即“软玉”
和“硬玉”，此谓狭义概念；而更有甚者，认为中国玉只有一种，就是指新缰玉或和田玉。     玉器的
产生，是人类在原始美感的引导下，由物质文化向精神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它的产生也是一
个漫长的、不断探索的艰难历程。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美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
山西峙峪遗址就出土过一件水晶制作的小刀和一件由一石穿孔而成的石器装饰饰品，显示出制作者高
超的技术；及至距今一万八千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精巧的装饰品已成为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用
器，遗址中出土的穿孔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小石坠等，数量众多，其中制作特别精巧的是七颗小
石珠，原料为白色石灰岩，大小相等，不甚规则，最大直径七毫米，单面穿孔，可能是头饰，另有一
对由双面对钻成孔的小石坠，系用天然的椭圆形黄绿色岩浆岩小砾石制成，两面扁平，在其中一面有
人工磨过的痕迹，比起峙峪出土的小石刀，制作技术尤其是穿孔技术有长足的进步。在距今一万二千
年左右的辽宁海城仙人洞出土有用绿色岫玉蛇纹石制作的石器，显示出当时对石质已有了较深刻的认
识和了解。长期实践使中国先民们积累了大量区分石、玉质的基本经验，了解了磋磨、钻孔等加工石
器的新方法，最后才孕育出璀璨夺目的中国玉器。    从历史记载来看，生产制作仿古玉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用旧玉琢磨，主要是利用流传下来的或早先出土的玉器再次进行加工以仿古代某种玉器，这
种流传下来的或早先出土的玉器一般来讲是所雕琢的某些饰纹或者玉器本身已经残缺，后按古代玉器
的造型改制或刻上花纹，用旧玉制作的仿古玉，有的局部是真的；另一种是用新玉来仿制，即是利用
与古玉相似的玉材，按照古代玉器的造型进行加工，然后仿残致沁，在此制作过程中，致残制沁是关
键技术。由于了解仿古玉器做伪的手段有助于我们鉴别玉器，因此下面介绍一下沁色做伪和伤残做伪
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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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在我国，人们一提到玉，便会产生一种崇敬的心情，一种景仰的心情，一种神秘的心情，一种亲
切的心情。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璧、玉琮、玉璜到现代使用的玉佩饰、玉摆件、玉实用品
，我国用玉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君子比德于玉”又几乎成为大多数人修身养性的座右铭，不论时代
怎样交替，人世怎样变迁，玉材质之通灵，玉工艺之精湛，玉设计之绝妙，玉意境之深远，玉礼器之
凝重，玉佩饰之纯正，玉摆件之高雅，始终是人们审美追求的对象，并成为各个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玉器是由玉石这种特殊材料加工而成的工艺美术品，它的工艺美具有空间性、直观性和想象
性，通过其细膩滋润而坚韧的质地，艳丽的色彩，巧夺天工的工艺，反映出有色，有形，有透视感的
美和引人发思的深邃文化内涵。玉不琢，不成器，玉雕工作者一般根据玉料质地、色彩、块度、形状
、加工性能、市场需求等特点，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独具匠心地设计、雕琢出有深刻文化內涵
的形、色、意兼备的工艺品。玉器产品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现代玉器一般分为摆件和饰件两大类，
其中摆件类又包括器具、人物、花卉、鸟类、兽类、玉山子等。中国玉器往往遵循中国传统美术理论
，即以形写神，神韵生动的艺术规律，讲究造型逼真，雕刻精细，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尤以运用吉
祥图案这一方式，赋予求吉呈祥，消灾免难之意，寄托人们对幸福、长寿、喜庆等的美好愿望。中国
玉器发展的各个时期，玉器的用料、加工工艺、玉器品种、用途、造型、纹饰、艺术风格等方面各具
特色，同时，中国玉器的鉴定、评价、欣赏等方面也都具有一定的原则。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民生活的改善，思想观念的转变，给玉雕行业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玉器行业的
恢复与发展，使玉器消费市场得到极大发展，产供销极为强劲，市场需求由外销转向外销与內销共同
发展，玉器也被揭下神秘的面纱，“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历史的进步。玉器不
能高高在上，要进入社会各层面，尤其是平民百姓的消费范围，这样才会有生命力。随着人们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爱玉、赏玉、玩玉、藏玉的风气得以恢复发展，更多的爱好者进入这一行列，这
无疑有益于人们陶冶性情，提高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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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

编辑推荐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玉文化，既传播了科学的玉器知识，也弘扬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寓
知识性、科学性、欣赏性于一体。本书既可以作为国内珠宝专业学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社会各
界玉器爱好者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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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文物的必备工具书，就是纸有点暗
2、值得学玉器的人精心阅读。
3、君子比德于玉，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伟大的思想家们总是把深奥的思想寄予有形的玉石上，于
是中国的玉器蕴含着中国人的所有精神，也是儒家文化的体现，核心体现。。。  中国玉器，中国文
化，我们必读！！
4、内容翔实，图片较少。性价比高
5、书的质量很好，也是上课用的教材，很好
6、泽哥平时说话也跟这书一样。太乱了.........
7、书里面的彩图被撕下了好多，里面内容也撕下了不少，太坑人了！
8、青玉和黄玉是分开的，而在吴老的书里直接是青黄玉
9、基本没有彩图，纯知识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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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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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