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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

内容概要

《中国玉器》以简约通畅的笔触讲述了中国玉器自远古到清代的发展历史及历年出土的概况，尤其画
龙点睛地介绍了各时期玉器的特色，可作为鉴赏、收藏的参考。中国玉器之流传久远，除了玉材储藏
丰富、质地优良、制作技术先进之外，主要还在于自古以来，中国赋予以玉以道德观念的比附延伸，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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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南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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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藏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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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中国最早的玉器　　玉是一种珍贵的天然矿石。东汉许慎《说文》称“石之美者”为玉，其表
面要有一定温润、光泽和半透明的质感。中国古代先民把玉称为“灵气所生”之物，并赋予其社会内
涵和人文内涵。用玉制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历代均有，并延续至今。　　早在七八千年前，
原始先民就在辽河、松花江两岸进行耕作，并创造出灿烂的玉石文化，成为中国最早的玉器发源地之
一。这些玉器是原始先民们留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界的洞察力和对崇拜对象的想象力。
　　1 982年发现的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2.5公里的高丘陵上，地处
辽河中上游及其支系饶阳河流域，面积约1万平方米，至今已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
达7600平方米。经测定，这个遗址年代为距今7360±150年，加树轮校正已超过8000年，是目前东北地
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遗址内发现有房址、墓葬等遗迹。房址皆为半地
穴式，呈南北或东西向成行排列，以风化岩开凿为房基，中心大房址达110平方米，一般则为30～60平
方米。面积最大者可达90平方米。墓葬均开口于地表下20厘米左右。皆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呈南北向
，排列紧密有序，一般长1.8～2.3米，宽0.5～0.9米，深浅各不相同。从已发掘资料获悉，墓内为单人
葬，死者头北足南，仰身直肢，面偏向西方，年龄一般在25～40岁之间。也有部分儿童墓，性别有男
有女。随葬品多寡不一，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其中石器多以生产工具为主，摆放于死者的足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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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
2、资料翔实，知识系统丰富，缺点是面面俱到但无特色
3、内容不错,不过其中很多器物究竟是做什么的,我还是没告清楚,另外要是能详细介绍插图的器物就好
了(或者介绍有代表性的),另外其中很多专业名词里面的字很生僻,要是有注音就好了.平时几乎不用的
字,真的不会读呢(我是在117医院挂盐水的时候看的)
4、图片多，但我需要的工艺方面的内容太少，图片细节也少。
5、书中侧边空白太多，应增加多文字说明
6、看看图片蛮好的⋯⋯
7、还行，学习学习
8、肤浅的我终于知道什么是玉龙的故乡了⋯⋯
9、这本书非常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浅显、易懂，从源头到现在，娓娓到来，引人入胜，略感不足
的是图的质量稍差一些，但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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