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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收藏入门》

前言

玉器收藏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春秋战国以来众多圣人名士对玉就推崇备至。宋代以后玉已进入寻
常百姓家，在中国人心中玉是圣洁而美丽的，拥有一块与己有缘的好玉是人们十分向往的事情。中国
人收藏玉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造就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缘，中国人崇尚玉，痴情于玉举世无双
，过去古人热爱美玉甚至不惜用生命去保护它。时至今日人们还相信玉可以成为护身符。当然，现代
人们收藏玉器除了喜欢之外，还有升值保值的考虑。收藏玉器不仅是人们情感的需要，更有传统文化
的巨大影响，玉的珍贵、玉的神秘在逐渐走入富裕的人们眼中成为最佳收藏品。现代人收藏玉器必定
有经济利益考虑，收藏玉器是要有经济基础的。用金钱换取美玉收藏也是人的思想升华，因为收藏就
保护了玉文化的延续，这是高尚的。买卖玉器只要是为了玉器的保存和延续就有意义，就是爱玉。在
收藏者看来选择玉石投资，必须要符合“真、精、全、稀”的标准，这样投资潜力才大。玉石是不可
再生的矿物资源，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人们认知程度的提高，其精品越来越少，其升值空间巨大，
极具收藏投资价值。高档玉器翡翠一般体积都不大，便于携带，易于收藏。且其物化性质稳定，硬度
较大韧性好，不易受损，长期佩戴更加温润光亮。此外，相对来说玉器真伪辨别比较容易，例如翡翠
、软玉的真假鉴定，专门的珠宝玉石检测机构能准确地做出鉴定。当然古玉鉴别比较复杂，需要古玉
收藏者具备较深厚的鉴赏功力，越难鉴别的古玉越让人着迷，这就是古玉收藏的魅力所在。在千万古
玉赝品中，淘到一块真正的古玉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如今玉石价值稳定上升，翡翠玉石已经成为世
界，尤其是亚洲各国民众的宠儿。编著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为玉器收藏者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但愿对
读者有些帮助。其实，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玉器收藏家光靠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要去玉器市场实践，
先从低价玉器开始，入门阶段要尽量少交学费。玉器收藏要多听多看，但不要偏听偏信，不能盲从权
威。也不要认为读了几本书就是行家里手了。知识来自实践，在实践中会发现收藏将带给你巨大乐趣
。本书第一、三、七、八、九章由刘道荣教授级高工编写，第二、五章由天津珠宝街国家注册珠宝质
检师肖秀梅高工编写，第四章和第六章由天津珠宝街国家注册珠宝质检师王晓华高工编写。编写本书
得到中钢集团天津地质研究院院长敬成贵教授及易红旗、尹子生等院领导和天津珠宝街同志们的支持
和帮助，编著本书参阅了大量文献，我们尽量将主要参考文献都列在书后，在此一并表示我们深深的
谢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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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收藏入门》

内容概要

《玉器收藏入门》通过300余幅馆藏、拍卖玉器的精美图片，20余万字权威专家的精彩解说。现代人们
收藏玉器作为一种爱好和投资保值的需要，在渴望得到专家指导的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在最短的时问
内，获得有用的知识和收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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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收藏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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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收藏入门》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玉器收藏一、何谓玉？玉在古书上记载很多，名称也很杂，如水玉、遗玉、佩玉、香玉、软玉
等。南于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地质构造，孕育了玉石资源。古书《说文》记载，所谓玉，就是“
石之美者”。我们祖先认为玉是荣耀和幸福的化身，刚毅和仁慈的象征，视玉如宝，作为珍饰佩用。
先人们认为玉有仁、义、智、勇、洁的君子美德。君子无故，玉不离身。古人爱玉看中的是：（1）
玉的颜色质地迷人，玉有各种颜色如绿色、红色、蓝色、黄色、糖色、灰白、乳白色等，色调柔和，
质地细腻，形成一种特有的湿润高雅的色彩。并认为玉是人体蓄养元气最充沛的物质。（2）玉有防
妖避邪的作用，因为在自然界的岩石中能达到玉石的岩石是很稀少的，认为是神灵的化身，是有灵性
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衔通灵宝玉而生，玉驾驭着他生死福祸的命运。王夫人说
宝玉，“痛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古人用玉做杯、碗、碟等祭祀用具，用玉
保尸，于是用大量玉器殉葬，穿玉衣做殓服。（3）玉是财富地位的象征，因玉石质地高雅，被视为
圣洁之物，作为权利和吉祥的象征。传说远古时代黄帝分封诸侯的时候，就以玉作为他们享有权力的
标志，以后，许多帝玉的“传国玺”也都是玉做的。商朝使用墨玉牙璋来传达国王的命令，周朝开始
用玉做工具。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国王得到一块非常珍贵的玉石“和氏璧”，秦王知道后，许诺以
十五座城池来交换。清末的慈禧太后一生中最贪婪的恐怕一是权利，二是玉石。据说，慈禧太后不喜
欢大钻石反而欢迎小而精美的艳绿色的玉制品。她的一只形状像一只小黄瓜的宝贵的戒指，是用高质
量的玉雕刻成的。她带玉手镯，碧玉指环和三寸长的玉制指甲套。吃饭喝水也用精雕细刻的玉盘、玉
筷和玉茶碗。就连她死后殉葬品也有大量的玉制珍品。1.玉的历史变化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在制作和使用石制工具时发现了玉石这种矿物，而且玉比一般石
头坚韧，于是用玉制作工具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如玉刀、玉斧、玉针等。玉有着与众不同的颜色和
光彩，温润靓丽，惹人喜爱，于是慢慢的人们就用它来做装饰品。但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
比较困难，因此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祭司才有资格佩戴并使用它，这使它渐渐演变成礼
器、祭器或图腾。如玉礼器（祭器）：良渚文化的玉琮、三叉型器，也有部分象形的玉器如红山文化
的玉龙、玉猪等。正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先的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
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在距今八千至四千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掌握祭祀大权者，
多用珍贵的美玉制作祭器，祭拜神祖。他们相信天圆地方，琢制出圆璧与方琮，拜天神用圆形玉璧，
祭地灵用方形的玉琮；他们相信氏族远祖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神灵保护。于是在玉器上雕琢想像中
神祖的形貌，刻绘极具深义的符号，以礼拜之。希望通过玉器特有的质地、造型、花纹与符号，产生
感应的法力，与神祖沟通，汲取他们的智慧，获得福庇。反映了远占先民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万物有
灵的神秘性。在上古社会里，个人地位的高低视人与神关系的亲疏而定，从而维系了人际间的和谐关
系。“礼器”与“瑞器”的制度，都源起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三代，以配合不同的政治体
制与社会结构的发展。“礼器”在宗庙祭典与朝享会盟上，发挥其形式上的功能，以维系礼制。“瑞
器”是象征身份地位的玉器。内蒙占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沈阳新乐遗址和浙江河
姆渡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真正玉器。大量的玉冥器、玉配饰如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龙、玉风、玉
鹤。此时已广泛采用软玉来制作器物了。它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范畴而成为中华民族族群的精神
寄托。玉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属性，夏、商、周三代已经逐渐完善。东周，儒家将一些传承自原始宗
教的文化成分，道德化、人格化、生活化，提倡“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于是佩玉之风大盛，而雕
琢之精美，被称为绝世之宝。代崇玉，追求长生不老的观念大行其道，生者佩玉、食玉；亡者裹玉、
填玉。甚至在帛画、墓砖上，都饰以玉璧图像。圆璧有助于灵魂通天的观念，此时发挥到极致。六朝
至唐，玉雕艺术转衰。祭奠用玉多为次玉。传世玉器，仅见带銙、梳、簪、佩等。宋、明朝，玉雕艺
术再度兴盛，除帝王祭典用玉之外，民间兴起了研究与仿制古玉的热潮。玩玉赏玉之风大盛。此时出
现大量制作精巧、加工细腻、构思奇妙的玉摆饰、玉佩件。士大夫阶层更是重视生活品位，用玉制文
房陈设，一方面欣赏把玩，另一方面具实用功能。自然界的花鸟、人物、山水等，也成为纹饰主题，
反映出文人雅致的生活品位。玉料多为籽玉，玉工常是因材施艺。所琢成品，图意祥和。明清时玉器
制作及玩赏达到顶峰，品种也更为丰富多彩，小的有玉头簪、玉纽扣，大的有玉屏风、玉山、玉船。
日用具有玉碗、玉杯、玉壶等。玉质有白玉（特别是新疆产的羊脂白玉）、黄玉、青玉、杂玉（如南
方玉，河南玉）等。清初时翡翠传入巾原，其动人的翠绿色立刻赢得了国人的青睐，用翡翠制成的玉
饰大行其道，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时尚。但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翡翠制成的玉饰还远远比不上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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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收藏入门》

。中华民族这种崇玉、敬玉、爱玉的情操，明清时期比汉唐时期有过之而不及，玉的典雅和圣洁，征
服了 代又一代中国人，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尊玉、爱玉、佩玉、赏玉、玩玉、藏玉又是当前社会上
玩玉爱好者的真实写照。今天，当我们拿起一件翡翠，我们会去评价它的颜色，它的质地，它的制作
。可当我们看见一件占玉，在欣赏它的造型，它的沁色、它的质料的时候，却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
感，古玉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积累。在历史的岁月中，人们把玉用在各个方面，从生活、语言到玉文
化。“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赞美国人对信念的执著和坚持。玉也常用来形容女子的美貌，如
金枝玉叶、金童玉女、亭亭玉立、如花似玉、冰清玉洁、玉体等。在人们的名字中，不论男女以玉为
名的很多，可见玉在人们的思想中已是一种完美的标志。王昭君是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据野史传闻
，她有一双又长又大的脚，为了掩盖这一缺陷，在君子佩玉的习俗下，请裁缝做了一条长裙，在裙子
下镶了一排美玉佩饰。不仅掩盖了大脚而且走起来玉佩互相撞击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妙不可言。杨
贵妃，一代红粉佳人，传说因贪食荔枝等佳果，身体不但肥胖而且有牙痛和口臭的顽疾，一天，一位
大臣献上了一对一红一绿的小玉鱼，让杨贵妃经常含在嘴里，一段时问后治好了牙痛和口臭的毛病。
可见玉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2．玉的概念中国传统的古玉大多是软玉和岫玉，这一时期的玉器不
完全是现代意义的玉所制作的，它可以是玉，也可以是漂亮一点的石头，如与变质大理石矿共生的透
闪石矿。现在，我国珠宝行业根据国家的标准，对玉有了明确的概念，玉是指在自然界产出的，具有
美丽、耐久、稀少性和工艺价值的矿物集合体，少数为非晶质体均可称为玉。玉与石的区别之一是玉
入手细腻，温润坚韧，半透明状，光泽强。而石则粗糙干涩，缺乏光泽，也多不透明。玉是矿石中比
较高贵的一种。玉石是美丽的，玉石的美与钻石和彩色宝石有明显的差异，钻石之美在丁它的坚硬、
清澈、明亮，彩色宝石之美在于它的艳丽多姿，而玉石之美在于它的细腻、温润、含蓄幽雅。玉石是
耐久的，体现在玉的韧性强，铁锤击打不易损坏，这一特性连金刚石也无法与之相比。利用玉的色彩
和这优点可以雕成形态各异的动物、花草、亭台楼阁等精致的工艺品和装饰品。1935年，一次大地震
袭击了美国南加利福尼亚桑塔？巴巴拉的一个小工艺品店，店里收藏的中国工艺品都掉到地上。但令
店主欣慰的是，最值钱的玉制品虽然放在架子的最上层，但一件也没有损坏。很显然，玉非常坚韧。
玉石稀少，自然界有数千种矿物，其中美观、耐用又适合加工为玉石的却只有百余科，而可做珠宝首
饰的则仅有十余种。玉石主要形成于火成岩的结晶作用，岩石的变质作用，以及由上述两种作用而形
成的玉石经流水冲刷、搬运与沉积后，和沙砾混合而形成的砂矿玉石、沉积矿玉石。玉石的迷人和神
秘之处就在于它的少。随着玉石的开采量的加人，近年来，好多玉石矿已接近枯竭。在玉石的品种中
，高档的玉有软玉和翡翠两种，软玉指以透闪石为主要矿物成分的玉石，翡翠指以硬玉矿物为主的玉
石。中低档的玉石有独山玉、岫玉、绿松石、青金石、玛瑙、石英岩玉、孔雀石等。中国最著名的玉
石是新疆和田玉，它和河南独山玉，辽宁的岫岩玉和湖北的绿松石，称为中国的四大玉石。我国出产
有丰富的玉石，除了以上品种的玉石之外，还有阜新的玛瑙和南京的雨花玛瑙等，都是较著名的制作
玉器原材料。一些外国学者也把玉作为中国的“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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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收藏入门》

编辑推荐

《玉器收藏入门》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玉，石之美者也。温润而泽，慎密以栗⋯⋯玉石是美丽的
，玉石是高贵的，玉石是稀少的。玉器收藏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拥有一块与已有缘的好玉是人们
十分向往的事情。在中国收藏玉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造就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缘⋯⋯《玉器收
藏入门》让您全面、立体地了解玉器收藏的知识和简单实用的鉴赏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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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收藏入门》

精彩短评

1、对于入门者来说挺可以
2、收货随手翻阅一下，纸张、印刷都不错，图片清晰高质，内容丰富。
3、长了知识
4、一般，对于初学者，有点迷茫，解说不够详细，没有一对一的解说图片。什么是假货，应该有一
个图片来对比一下，总的来说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这本书还远远不够详细！
5、我看后发现本书纸张好，图文并茂，而且图片都来自一些精品正品珍品。内容全面。是一本好的
入门参考书。
6、书从内容到印刷都非常好，图清晰。
7、这本书好是好，但会不会太贵了，那么薄就卖那么贵，那是内容再具体点就好
8、应该算是玉器的基础知识了，就适合想了解玉器但其实对玉基本上一无所知的人。很薄的一本书
，但是很精致，插图很多，语言简练。里面关于各个地方的玉器市场等的介绍还是很不错的。
9、值得购买。。。新手必备
10、内容较简略，是胶页，有图片。
11、如题，不够详细，泛泛而谈
12、都是写很基础的东西，后来发现这些内容网上也能看到
13、书的质量比我想象中的好~内容也详实~是一本不错的参考书~
14、理论对初学者太深，图片讲解不多。
15、给老爸买的,他挺喜欢.
16、虽然薄点，但是印刷很好，图片很好，介绍也很好。
17、今天上午收到书，发货速度还可以。可打开书觉得不太理想，以前买的书的包装都不错，可这次
书的下边角都破了，看上去有点旧，有点脏，摸了一手灰尘。希望改进。简单翻了一下内容，对玉的
有关介绍蛮详细，有图片有文字，对于入门可以了。
18、图文并茂，入手学习
19、一本好书！自己学习学习也不错，做生意这本书也适合，书中详细写了如何了解玉，玉器批发市
场在那些城市，要注明什么，等等。很详细，书也印刷的很好。强烈推荐！
20、的确是玉器初学者的好帮手，不错的，不错的，值得收购买。
21、从这本书学到了挺多的东西，做为玉器收藏入门来说很不错
22、讲得还不错，比较全面。
23、想要真正细细了解,内容还嫌不够.但比一般的书籍要好一些.大多都说到了.
24、对初学者较好，内容真实易懂。值得一看。。。
25、我喜欢这本书，对于我的基础知识有帮助
26、挺好的一本入门书籍，感觉还可以，就系到货时间有点长。
27、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值得一读，有参考价值。
28、买此书就是为了开开眼界而已。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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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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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