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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鉴定 

第一章   玉器鉴定的基本知识  
玉器鉴定指对古代玉器的断代、分期、质地、用途、真伪和价值等进行判断和

辨别。  
中国古代玉器是指古代以硬玉、软玉及其他用于工艺美术雕刻的一些以矿物、岩

石为原料加工制作的器物。中国的玉器制作工艺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现存时间最早的

玉器发现于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层，距今已有约 7000 年的历史。商周时期玉
器制作工艺已经十分发达，仅商代妇好墓中一次出土玉器就多达  750 余件。宋元以
来对古玉的鉴别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并产生了一些研究古玉的专著，如宋吕大

临的《考古图》就收录有古玉 14件，元朱德润的《古玉图》共收玉器 40件。明曹昭
的《格古要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其中的《珍奇篇》就已论述了玉器

的鉴定方法。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更是一部学术性较强的古玉研究专著。近代

考古学产生后，考古学家以科学发掘品为主，对古代玉器重新进行了研究。如李济对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玉器的研究文章，郭宝钧的《古玉新诠》，夏鼐有关商代和汉代玉

器用料、分期等问题的论著等。这些资料和论著对我们进行玉器的鉴定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综合历代经验 ,古代玉器鉴定的手段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凭借眼力、经验以及文献

资料来断定的传统方式 ;一种是根据科学仪器，通过化验、检测、分析等手段进行断

定的方式。为了避免损害文物 ,一般不轻易采取切片化验的方法，因此传统的鉴定方

法更为普遍使用。传统的鉴定方法主要依据玉器的质地、类别、器形、纹饰、文字、

雕刻技艺等方面来综合判断该器物的制作年代、用途、价值和真伪。  

玉器鉴定可以分为几个部分：   

  质地鉴定  玉的涵义差别很大。古代玉器所用质料除硬玉、软玉外，还包括其他

一些矿物和岩石，如岫岩玉、南阳玉、青田石、绿松石、玛瑙、水晶等。这些玉石的

成分各不相同，质量不一，历代用量多少差异很大。软玉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主要原料，

有白玉、青玉、碧玉、黄玉和墨玉等品种。软玉的产地以中国境内新疆和阗为最有名，

同时还有陕西产的“蓝田玉”等。硬玉则专指翡翠，属辉石类，主要产地在缅甸境内，

输入中国时间较晚，直至清初才有发现。它不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主要原料。岫岩玉属

蛇纹石族，产于辽宁省岫岩县，硬度较软玉低，质也较差，但用量相当大。商代妇好

墓中少量玉器及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等均由岫岩玉制成。南阳玉产于河南省，硬度较

高，介于硬玉和软玉之间，也是古代玉器的重要原料。绿松石在新石器时期就与青玉、

玛瑙等玉石一起用作装饰品，在甘肃永靖齐家文化遗址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都有

发现。这些不同质地的玉石雕刻器物，优劣不一。判定优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根

据玉器的品质、洁净度、颜色等进行质料分析，玉质的判定则需要借助于科学仪器。

  
  器物类型鉴定  中国古代玉器种类繁多，主要可分为：装饰品类、工具类、兵器

类、用具类、礼器类、像生类、葬器类、陈设品类、文房用具类、佩饰类等。每一类

中包括许多不同器物，如装饰品类中有玉管、玉珠、玉笄、玉坠、玉瑱、玉玦、玉镯、

玉钏、玉串珠、玉冠饰、圆箍形饰等。以上这些众多的器物类型，有的从古至今一直

沿袭 ,也有的只存在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这是我们断定年代和真伪的一个重要依



据。如新石器时期工具类玉器主要以玉斧、玉铲、玉刀为主；装饰品中已发现的有玉

环、玉管、玉玦、玉璜、玉珠、玉镯、玉珮等；像生类玉雕作品已出现了玉龟、玉鸮、

玉龙、玉兽；礼器中已有了玉琮和玉璧。商周时期工具类中仍以玉刀、玉斧、玉铲为

主，出现了玉钺、玉戈等兵器；礼器除玉璧、玉琮外，玉璜、玉圭、玉璋、柄形器等

都十分多见；装饰类中已出现了玉觽、玉簪等;像生玉雕类型更多、更生动 ,如人首、

玉人、玉龙、虎、玉鱼、龟、鸟、兽、牛、蚱、蜢、螳螂等。其中虎、人首和玉人的

雕刻尤为生动，玉龙的形象甚为精细。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器型除玉璧、玉琮、玉

璜、玉镯、玉环等外,还出现了玉剑饰、玉带钩、玉玺及葬玉。秦汉时期，除已有的

器型外，鸡心珮饰、玉蝉、玉握等明显增多 ,作为殉葬的“明器”、玩赏品和用以“辟邪

压胜”的器物，如刚卯等已出现。唐宋时期，玉器中的实用器和装饰品较过去显著增

多，如玉杯、玉碗、玉洗等，还出现了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明清时期除实物器

中的用具类、陈设类、文房用具类等玉器十分丰富多彩外，还出现了大型装饰作品，

如秋山行旅图玉山和大禹治水玉山等，一件作品重达万斤，将古代玉雕工艺推向巅峰。

  
  器形的鉴定  由于时代风格不同，同一类型的玉器制作时间早晚差异很大。如玉

璧的制作在历史上的延续时间很长 ,从新石器时期 ,一直延至明清。但不同的历史时期，

玉璧的大小、用途、纹饰等都有很大的区别。新石器时期的玉璧多光素无纹，器形粗

糙，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商周时期的玉璧、形制仍不规整，薄厚不匀，无纹饰；春秋

战国时期的玉璧则作为礼器，制作相当规整，并有蚕纹、谷纹、蒲纹、兽纹等雕饰；

汉代沿袭战国之风，但雕刻得更加精细，并多见出廓大璧；汉以后至宋元时期，玉璧

不多见，用途也与以前不同，只当作佩玉，制作也不规整。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仿

古玉璧，古风尽失。   

  纹饰的鉴定  纹饰的种类和演变反映了古玉器的特征 ,体现了作品的时代风格。因

此 ,对纹饰特征的区分和判断是鉴定的主要依据之一。新石器时期的玉器以兽面纹、

龙纹、鸟纹、弦纹为多见；商周玉器以兽面纹、夔龙纹、夔凤纹、云雷纹、蟠螭纹居

多；春秋战国时期谷纹、蒲纹、蚕纹、花纹、鸟纹、龙纹、蟠螭纹最为常见；汉时玉

器的纹饰以勾云纹为主 ,同时还有谷纹、蚕纹、蟠螭纹等；唐宋以后，纹饰更加趋于

自然，取材广泛，花卉、虫鸟皆可雕琢，形态也更加逼真；明代纹饰中龙纹、松竹梅

和缠枝花卉纹、山水人物纹及刻字、刻款的情况日益增多；清时仿古纹饰十分盛行，

各种花卉图案丰富多彩，同时出现了御制诗和各式铭文雕刻。历代玉器中龙形为主的

图案屡见不鲜，但龙形的变化很大。鉴定家们从龙首、龙角、龙眼、龙眉、龙须、龙

足、龙尾等许多细微部位将不同时期的龙做了对比，以此作为龙形纹饰器物年代和真

伪鉴定的标准。   

  文字的鉴定  玉器中的文字不象青铜器铭文那样自成体系、自成风格，数量也较

少，但对判定器物年代和真伪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区分不同时期的不同字体或内容，

就可以得到判定玉器制作年代的重要证据。如商代个别玉器中带有文字。妇好墓出土

的刻字玉戈 ,共 6字。传世品中“乙亥”铭文柄形器，共刻字 11个。这些文字与甲骨所

刻字体雷同，从而可以判定上述玉器制作年代为商代。侯马出土的玉质朱文盟书，每



片最少  10 余字，最多达  200余字，书法纤巧，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从

而可以确定为东周玉器。汉代刚卯则是以文字为主的玉器，字体简化，很有特色，为

其他历史时期所未见。历代帝王的玉册、哀册、玉牒是一种特殊的玉制品 ,如前蜀王

建墓中的玉哀册等,文字内容就成为判定时代的重要依据。有些玉器上还带有年款和

私人款识，根据这些文字则可以直接判定出玉器的制作年代，如宋代玉器中有的有“宣

和”年款，明代万历年间苏州玉雕名匠陆子刚制作的玉器多有私人款识，清代乾隆御

题就更为突出。   

  制作技艺的鉴定  主要根据玉器不同时期的制作工艺水平、时代风尚和刀法、技

法、使用工具上的差别来判定玉器的年代及真伪。如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已能碾琢阴

线、阳线、平凸，图案多简单、稚拙。良渚文化的玉琮，纹饰精美，对称规矩，阴线

细而不乱，是这一时期的突出代表。动物造型也十分形象，红山文化中三星它拉村出

土的玉龙，器高 2.6厘米，有鬣，飘举若飞,给人以动感 ,造型异常生动。商周时期的

玉器 ,多用双勾隐起的阳线装饰细部。在商代妇好墓中还出现了充分运用石料的天然

色泽和纹理特点制作的俏色玉龟、玉鳖，人的形象雕刻精细，神态生动，比例适度，

如腰插宽柄器玉人的头饰、服饰等。西周玉器大体是承继了商代的风格，并首次出现

了微型玉雕。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器，工艺有了较大发展，碾治技艺精湛，抛光技术高

超，器物类型增多，纹饰繁缛生动。秦汉时期，从风格和技法上则趋于简练、豪放，

雄浑处，能在几刀内完成一个完整的动物造型，精细处，能使阴刻线细如毫发，颇有

特色。唐宋玉器多用羊脂玉，色泽温润晶莹，花卉走兽的雕刻更加流畅生动。元明清

时期是中国古代玉器的鼎盛时期，各种雕刻技艺日臻完善，不仅小件器物玲珑剔透，

重达千斤的玉山雕琢起来也颇为得心应手，而且从平面浮雕到立体透雕，各种技法十

分娴熟。元代渎山大玉海，明定陵出土玉器，清乾隆年间完成的大禹治水玉山等均是

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仿制古玉宋时已经出现，明清两代最盛。玉器的仿品和伪品很多，辨伪工作也十

分艰巨。仿制、伪造古玉的方法主要有：①伪造玉器 ,如油炸法、血泌法等 ;②残损的
古玉，后加修改，如古残璧改作璜或环等；③无文字、纹饰的古玉 ,后经加工 ,新刻出
文字和纹饰等。但无论是伪做、改做和后加工的伪器，从文字、纹饰、玉的锈色上都

与真器不同。后刻的文字、纹饰与真器不协调，纹饰多呆滞无神 ,刀法也粗糙 ,如将伪
器与真器对比，认真判断，真伪之间是有明显差别的。但也应注意，有的古代残破玉

器往往在当时或稍后即将其补过，仍应按原有年代来对待。另外，当传统方法一时无

法断定时，则应慎重从事，借用科学手段，通过仪器分析实验来加以判定。  
 
 

第二章  不同时期玉器特点简述 
（一） 新石器时代玉器： 
一 良渚文化玉器：良渚玉器 

  在上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频繁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其中最令人注目
的是玉器，其雕刻文饰，繁密细致，和谐工整，尤其是那些细线阴刻，堪称微雕杰作。 
  良渚文化玉器为透闪石，其硬度达摩氏 4——6度的玉器，可谓“难施锥刃者”。在远古
时代，高碳的合金工具尚未出现，当时是如何加工雕刻的呢？这疑问引起了考古学界极大的

兴趣。有的学者认为，良渚玉器上的纹饰是用鲨鱼牙齿雕刻的。有的学者估计是用玛瑙、水



晶石等打制成雕刻玉石的工具。日本考古学者则认为在玉石上可以自如地刻画线条的工具应

是钻石。可是单用徒手直接刻画良渚玉器雕刻的工艺，却难以毕现远古时代玉器雕刻的纹饰

精美和细微繁褥的程度。  
  良渚玉器的雕刻可以看到三种不同方式的工艺。第一为直接式，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即

把玉坯直接经“软玉法”处理，使玉坯表面软化，然后刻画纹饰。第二种为全遮盖式，即雕

刻前先把玉器表面用保护层遮盖起来，雕刻图案后再经“软玉法”处理，在一定时间内取出

清洗，把线槽内白色软化玉清除掉，即成有软化图案的线条。第三种是半遮盖式，这是一种

减地法浅浮雕，在良渚后期玉器中有出现。玉器纹饰中阴线部位有笔画抖手小弯曲痕迹，一

看就像画上去的，这是运用保护层遮盖“软玉法”所致，各槽沟深度基本一样深浅，纹饰下

面平整得很，就好像现代机器制作出来似的。  
  以上三种工艺方法也可交替使用，使所琢玉器不但不带软化层的白色，且能保持玉质本

身晶莹剔透，可以说采用软玉技术的刻玉技法的发明，成就了良渚玉器时代的辉煌。 
良渚玉器鉴定述要 
  1、良渚古玉的仿制品，至迟在宋代已经出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宋仿的神人
兽面纹良渚式玉琮。明清以降，仿古之风尤盛，但对于良渚玉器的年代认识仍很模糊，因而

仿制品无论造型、纹饰，还是制作工艺，都缺乏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特征，破绽明显，不难甄

别。  
  进入本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江苏草鞋山、张棱山、寺墩、上海福泉山、浙江反山、瑶

山等地的先后发掘，不仅扭转了对良渚玉器制作年代的认识，而且在海内外掀起了至今未衰

的良渚玉器研究和收藏热潮。最近十多年来，大量的良渚玉器流入海内外收藏家之手，其中

不乏精品，这是一些不法分子盗掘走私的结果。但是，流散海内外的良渚玉器更多地是新近

仿制的赝品。实际上，由于高利所趋，早在十多年前，江浙地区就已经出现仿制良渚玉器的

私人作坊。近两年来，随着仿制品的热销，私人作坊的发展也极迅速。到去年底，光余杭瓶

窑镇一带，领有营业执照的各类玉雕作坊已不下三十家。在去年春季的旺销高潮中，不少作

坊日夜开工，情形宛如服装加工厂赶制订货。赶制出来的玉器，大部分销往香港、日本等地

的。所以海内外个人收藏家手中的良渚玉器大多存在着良莠不齐，真赝皆备的情况。  
  不过，瓶窑镇一带仿制良渚古玉的作坊虽多，但大多属滥竽充数，仿制的玉器粗糙，不

值一提。真正能仿古以假乱真、混人耳目的，也仅两三家而已。笔者曾参观过一些私人玉雕

作坊的制玉过程，大概与原始时代没有大的区别，但选用的质料，琢玉的工具和制玉的工艺

却古今差异甚大，这就给我们辨别真伪提供了条件。  
  良渚古玉所用的质料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是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另外还有萤
石、叶腊石、石髓、绿松石等美石。软玉系列的质料，依其纤维结构的差异，呈现出两种不

同的形态，类似新疆和阗玉中“仔玉”与“山料”的差别。一类是未受沁为半透明的湖绿色

受沁后为“鸡骨白”的料，这种玉料当时多用于制作琮、钺、三叉形饰、冠状饰等玉器。另

一类为未受沁为不透明的暗绿色，沁后五色斑驳，肉眼常可见绢云母状交杂的纤维结构，这

种玉料在良渚早期就已经被采用，主要用于制作面积较大的玉璧，个别也制作成玉琮，但制

作的玉琮工艺粗率，从墓葬中出土位置看，其礼仪上的地位明显逊于采用第一种玉料制作高

节琮。到了良渚晚期，可能是由于第一种玉料匮乏，第二种玉料被普遍用于制作高节琮，但

玉璧的料始终没有变化。没有较纯净的“鸡骨白”是良渚玉璧质料上最基本的特征，而仿者

不明，笔者所见仿制的玉璧大多在质料上存在破绽。  
  仿制品选用的原料主要是产于辽宁的俗称岫岩玉的似玉矿物，颜色有黄色、褐色、杂色、

青绿色等。黄色、褐色、杂色的质料硬度较低，不透明，而青绿色的料硬度较高，接近摩氏

６度，半透明。  
  由于仿制品选用的质料和良渚古玉选用的质料相差甚大，所以光从质料方面来看，就有



不少地方可供鉴定时参考。首先，是玉料硬度上的差别。良渚玉器所采用的软玉硬度在摩氏

６~6.5度，虽经千年埋葬，或多或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沁蚀，但其表面除完全受沁成白色石
膏状剥裂的硬度较低外，其余部位经阴干脱水后硬底基本维持在原有水平，一般的钢质刀具

很难刻入。而仿制者虽对其表面进行了做旧仿沁，使其特征跟出土的古玉相近，但硬度这一

玉料本身具有的特征，却很难瞒天过海。  
  第二是玉器在透明度、光泽和颜色上的差别。透明是指玉石透过光的能力。鉴别透明度，

通常以２毫米为厚度标准，但我们鉴别良渚玉器时，厚度以玉器厚度或边壁厚度为准，通常

是２毫米至 10毫米间。光线也不是指自然光，而是借用台灯或手电的聚光。光泽是指玉石
表面反射光的强度，我国传统的玉石绝大多数是玻璃光泽。关于良渚古玉的选料，我们前面

已经谈及，其软玉系列的玉器主要有两类。一类未沁前可以上海福泉山９号墓出土的那件玉

琮为代表，湖绿色，若迎台灯光或贴外壁打亮手电，光线能完全透过。微沁而未完全失透的

有反山 12号墓出土的玉钺，瑶山２号墓出土的冠状饰等，台灯光或手电光能部分透过。上
述两种状况的仿制品，可能是选料和做旧都存在相当难度的缘故，目前市场上较少见到。这

种玉料在完全受沁的情况下，即成为古董界所称的“鸡骨白”。其实， “鸡骨白”是一种泛
泛的称谓，特指这种受沁失透的状态，实际上玉器呈现的色彩有黄白色、白色、青白色、淡

黄色等多种，这种“鸡骨白”的玉器都不能透光。但玉是多种矿物的集合体，组成玉的各类

矿物在同样埋葬环境下受沁的过程和程度也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在“鸡骨白”玉器的表面，

肉眼常可看到许多小如芝麻大至豆瓣的大小不一的晶点。若用手电光贴在玉器边沿部位的这

种通常为红褐色的晶点上，可看到透光。这是任何仿制品上都不能见到的现象。另外，仿制

品虽有采用硬度较大的半透明玉料制成的，经做旧仿沁，表面已呈鸡骨白，但并未深入骨里，

所以在手电光照射之下，仍能透光。目前，瓶窑一带仿制的良渚玉器仍以“鸡骨白” 为主，
但个别作坊已采用了硬度较大的玉料，主要是来自辽宁岫岩和河南南阳的绿色玉料，利用色

泽相近，硬度相近的质料特点，成器后稍作染色仿沁，来仿制桐乡、海宁一带出土的半绿半

黄的半透玉器，市场销路看好，仿制良渚玉器中第二种质料的玉器在市场上不多见，这种沁

前为不透光的暗绿色，沁后五色斑驳的玉器，其玉料的独特性，使仿制者很难仿得逼真。  
  良渚古玉，特别是反山、瑶山、汇观山、横山等地出土的玉器表面，常有薄薄一层致密

的“面膜”，如同髹了一层透明的生漆，呈现出极强的玻璃光泽。这层“面膜”是制作抛光

和几千年出土埋受沁的结果，也是任何仿制品不可能模仿出的特征。有些仿制品虽抛磨仔细，

玻璃光强烈，但与真正良渚玉器的玻璃光泽相比，仍有较大的感官上的区别。仿品的玻璃光

泽来自玉器表面，跟古玉发自骨里的强烈而柔和的光泽相比，显得浮躁和刺眼。  
  从质料上鉴定良渚玉器还可使用比重液测定的方法，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虽

多经沁蚀，但其比重仍保持在2.96~3.17，而岫岩玉的比重为2.5~2.8，南阳玉的比重为2.5~2.9，
若用比重为 2.95 的四溴甲烷重液测试，则软玉沉于液底，而岫岩玉或南阳玉都浮于液表。
使用比重液鉴定小件的良渚玉器是快捷有效的方法。  
  2、良渚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创作的杰出成就。它的制作工艺，有一些方
面在今天看来仍不可思议。由于没有高强硬度的金属工具，良渚玉器的制作完全依懒于石质

和某些有机质的工具。良渚时代玉料的开采情况尚不明了，但其开璞成坯主要采用的是切割

的方法。在出土的良渚器上，不少留有切割的痕迹，据专家考证，有锯切割和线切割两类。

锯切割是直线切割，而线切割则留下了抛物线形的切痕。线切割的方法跟仿制品以金属铊具

切割的方法有着天壤之别，一般来说，线切为抛物线切，切割后留下的台痕在切痕的外弧。

有些仿制品，特别是玉璧，为了追求跟真品相象，也特意在表面留下几处切割凹痕，但这种

痕迹均可明显看出是使用金属铊具碾琢有，凹痕底平，跟玉璧表面连接处常显突兀，有的甚

至形成高差明显的台阶状台痕，远不如使用线切的真品的凹痕平缓柔和。  
  良渚时代钻孔的技术虽有管钻和锃钻两种，但玉器由于硬度大，所以主要采用了两面管



钻的方法，进口大，中央相通处径小，有时错缝形成台痕，有的台痕上还留有１~２毫米宽
的钻沟槽。玉琮是钻孔径较大的器物，也用两面管钻而成，较少错缝，加之后期制作中仔细

的打磨，琮的穿孔壁常成为光洁的微弧面，很少孔壁完全平直的琮。镯的情形跟琮相仿。而

仿制品钻孔多利用钻床完成，琮、璧等大件也采用两面钻孔，然后再加修治抛磨，但留下的

钻孔痕迹跟真品不同。仿制品中的玉琮穿孔，虽经扩大入口，抛磨等手段处理，仍不免有孔

壁过直生硬的感觉。良渚玉璧、玉钺的孔壁较少有修治抛磨，所以孔壁内常留有较明显的同

心圆旋痕，而错缝形成的台面上也常有钻沟槽。仿制品为了达到真品的效果，对钻孔常要加

以修治，所以孔壁多光滑，不见旋痕。  
  3、仿制品的器型，几乎涵括了良渚玉器的所有种类，但为了投市场之好牟取高利，仿
制者常选制有精美纹饰者，如琮、镯、三叉形饰、璜、冠状饰、钺端尾饰、在《良渚文化玉

器》图录中寻到母型，但也有别出心裁的，笔者在杭州文物市场上就曾见到过三角形的玉琮。  
  仿制品的纹饰内容也多来源于《良渚文化玉器》图录以及文物考古杂志上发表的良渚文

化玉器的图片和线图。虽不排除个别仿制者从盗掘者手中购进真品后依样仿制，但多数仿制

者是没有过仔细观察真品的可能，所以不明底细将纹饰张冠李戴的也不少。例如良渚玉璧，

目前的发掘品上都不见浅浮雕与阴线刻划相结合的神人兽面纹饰。极个别的传世品上有细阴

线刻划的鸟纹图案，鸟纹图案线条极浅细。但仿制者为了牟利，常在玉璧表面施刻浅浮雕的

神人兽面纹饰，画蛇添足，反倒让人一目了然是赝品。由于良渚玉器的发掘品深藏库房和展

柜内，一般人难有用放大镜观察细部的机会，而照片线图是不能全面体现出纹饰的细部特征

和琢刻工艺的，所以仿制品在纹饰方面也有不少漏洞。首先是工艺方面的，良渚时代，玉器

纹饰的刻划一般认为是使用了硬度较大的石质刀具或鲨鱼牙齿，浅浮雕则还需借助于石英砂

等中介物来完成，而现代仿品则以合金刚刀和钢锉为工具。工具的不同，必然在玉器纹饰琢

刻过程中留下不同的细部特征。良渚时代，工具跟玉料的硬度相差不大，精细繁缛的纹饰实

际上是费了许多功夫慢慢蹭划出来的，这种蹭划方法无法刻出长线条，深浅也不能一致。直

线尚可平滑，弧形线条就扭曲明显，容易跑位。用放大镜观察，良渚玉器上的阴线系反复蹭

划，断断续续细若游丝，线条边缘崩缺似锯齿的现象十分明显。而仿制品玉料硬度低，金刚

石刀可轻易地在玉料表面刻划出阴线，所以尽管有的仿制品在仿制时有意模仿良渚玉器上反

复蹭划断断续续的阴刻线，但总是似是而非。  
  仿制品纹饰依图录或线图琢刻，其表现手法及组合大谬者较少，但从纹饰的整体构图来

看，尤其是那些琢刻了繁缛的神人兽面纹“神徽”的仿制品，总不如真品自然流畅，有的细

总纹饰密集，显得仓促拥挤；而有的细部却又纹饰疏朗，显得空旷无理，很少能有真品构图

上的神韵。同时，纹饰细部也常有漏洞可举，如象征神人羽冠的凸棱上的阴刻弦纹，真品刻

划后碾磨细致，弦纹凹底部较圆润。凹凸线条的宽度也大致相等。而仿制品的阴刻底部常成

尖锐的角度，给人以生硬之感。又如重环眼的钻磨，真品多数较浅，有的眼睛经后期抛磨后

已半隐半现，但也有个别真品的眼钻得较深，而仿制品中的重环眼都较浅。  
  除了质料，制作工艺、造型和纹饰方面的差别，仿制品在后期制作上也有漏洞。如染色

做旧仿沁是仿制品能否以假乱真的关键，也是各玉器作坊主秘不宣人的绝招，但这样获得的

颜色、光泽都是无法跟真品相比的。有的仿制者还有意将器物打残后再修复，冒充出土品，

结果往往弄巧成拙。  
良渚玉器种类庞杂，色彩光泽也常随受沁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种变化，仿制者为求高

利又挖空心思不择手段，但只要我们掌握真品在质料、制作工艺、造型纹饰等方面的特点，

尤其是那些无法进行仿制的特点，就不难明辨真伪。 
二、红山文化玉器  
  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红山文化玉器最早发现于辽宁省凌源

县牛河梁遗址，1942 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那里见到一件勾云纹玉佩。以后，在红山文化诸遗



址中多有玉器发现，以凌源县牛河梁、三官甸子、喀左县东山嘴等遗址出土较多，内蒙古翁

中特旗三星他拉、敖汉旗大洼、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等处也有不少重要玉器发现。红山文化

出土的成批玉器中多数为动物造型的装饰品，构成这一文化的显著特征。 
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  
一．神秘的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 
熟悉古玩玉器的朋友都知道，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存在于我国辽西的辽西河、

西拉木论河一带的一个“文化类型”，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原始文化的代表，它与存在

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存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一样，都是中华古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神秘精美的玉器，如现在众所周知的出土于“内蒙古翁

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的“c”型玉龙，就是红山文化的遗物，由于它已经具备
了龙的基本特征，而且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龙文化的实物，因此被喻为“中华第一龙”。 
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还有一类非常典型的器物，它们成中空的“管状马蹄形”，从出土

情况来看，这一类玉器大多出自红山文化的墓葬之中，其中在辽宁省建平县的牛河梁红山文

化遗址——“女神庙”附近的墓葬中多有发现。 
但红山文化“马蹄形管状玉器”被发现之后，它的含义就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由

于从出土资料来看，马蹄形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都是位于遗骸的头部正上方，而且大多在“直

口端”开有两侧对称的用于穿挂的小孔，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其应该为古人的“束发器”。但

从多数马蹄形玉器的体积来看（小口口径多在８cm左右），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
为人的头发不可能有这么多。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红山文化马蹄形玉器与当时古代居民的原始宗教有关，由于它成管

状，有“通灵之意”，它应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通神之器。这种观点现在在学术界是比

较被认可的，但这种观点却又显得太笼统，笔者一直认为这种观点尤其不能解释马蹄形玉器

的形状特征，因此“神秘”的马蹄形管状玉器仿佛显得更神秘了。 
那么，神秘的“马蹄形管状玉器”究竟代表什么呢？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为什么要把它做

成如此奇特的形状并摆放在自己的墓葬之中呢？ 
二．根据“女神庙”遗址特征，全面分析“马蹄形管状玉器”的含义 
笔者认为要搞清马蹄形玉器的真正含义，就应当对牛河梁“女神庙”红山文化遗址及其

墓葬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尤其要对女神庙附近墓葬中的另一类红山文化玉器进行研究，这类

玉器就是“兽形玉饰”（见《国宝大观》），现在这类玉器通常被叫做“玉猪龙”。 
红山文化“玉猪龙”头部似兽，身体同前面所讲的“中华第一龙”一样，也卷曲成“c”

型，在头部后方钻有用于悬挂的圆孔。“玉猪龙”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更具代表性，在几乎所

有介绍红山文化的资料中都有它的身影，因此现在有些学者认为“玉猪龙”是同一文化共同

体的徽铭标志，有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族徽。 
以前学术界另一种说法是,“玉猪龙”是古代先民们用于辟邪和祈求吉祥的护身符，是

随身佩带的饰物（见《国宝大观》）。但从部分“玉猪龙”的体积和重量来看（大件高达 15cm），
显然作为生者的饰物是很不合适的。 
笔者因为爱好，在大学期间接触到了一些关于中华古文物的书籍，尤其是对中国著名文

物专家梁白泉先生主编的《国宝大观》一书更是爱不释手，而红山文化“玉猪龙”正是此书

玉器部分的开篇之作。《国宝大观》在论述玉猪龙作用的时候认为：“玉猪龙”是古人墓葬中

用于死者辟邪的护身符。但那时笔者却有一个发现，那就是笔者觉得“玉猪龙”的形象与《生

物学》教科书上描绘的动物的早期胚胎很相似，但由于文物知识有限，没有将这样的想法深

入下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物知识的提高，当笔者认识到过去“发现”的意义，认为有

必要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大家探讨的时候，笔者在网上发现有一位南京大学叫做“王小



盾”的先生，已于 2002年以红山文化“玉猪龙”为依据，提出了龙起源的“胚胎说”。笔者
在欣喜和感叹的同时，也为自己当初的愚钝感到一丝惋惜。 
王小盾先生认为，“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制造的动物早期胚胎的模型，实际上

象征中华民族的龙的早期形式是隐藏在母体中的生命的雏形。 
  对于王小盾先生的观点，笔者深表赞同，笔者认为“胚胎说”能够完美地解释红山文化
的先民们使用“玉猪龙”的真正用意，。 
“玉猪龙”在女神庙红山文化的墓葬中被摆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死者的胸前），笔者

认为古代先民们将代表生命“起点”的“玉猪龙”和逝去的躯体放在一起，其真正用意是要

表现“生命的轮回”，也就是说这样做是为了祝愿死者能够尽快转化为生命的“起点”得到

重生。 
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之所以对动物胚胎的模型加以崇拜，是因为在生活和生产当中，当发

现不同种类的动物（也许包括人）的早期胚胎很近似的时候，由于当时科学条件的限制，先

民们很自然地将其当作了一种神物，认为这就是创造一切生命的物质。 
而“牛河梁女神庙”之所以被命名，是因为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巨型女神塑像的残

块，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在这里供奉的是一位女神，现在这一点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现在我们将“胚胎”和“女神”这两件事物联系起来考虑，笔者认为，“女神庙”红山

文化的先民们实际上供奉的是一位代表生殖繁衍的“母性之神”，因为母性才是一切生命的

源泉。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王小盾”先生的“胚胎说”正确的，由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

对于生命的渴望才应该是先民们朴素的最高向往！ 
因此笔者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中先民们要表现的主题只有四个字，那就是“转世重

生”！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女神庙墓葬中“马蹄形玉器”与“玉猪龙”大多是同时存在的（摆

放位置如前所述），现在我们根据“转世重生”这一主题，再回过头来分析红山文化“马蹄

形管状玉器”，笔者认为某些学者说它是“通灵之物”的观点应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它

不是沟通天地的通道，而应是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希望自己的灵魂转化为生命的起点——“玉

猪龙”之后，通向能够重新孕育生命的“母性之神”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红山文化“马

蹄形管状玉器”的形状实际上并不神秘，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它应该是女性部分生殖器官的

“概念模型”，因为那是人类生命的必经之路！ 
过去，由于“马蹄形玉器”上多有用于穿挂的小孔，但其作为随身佩带之物显然是不合

逻辑的，对此许多人感到迷茫。其实这一点是很好解释的，笔者认为有穿孔的“马蹄形玉器”

与部分红山文化随葬玉器（如玉猪龙）一样，它们在入葬之前，并不是古人随身佩带的饰物，

它们都曾被悬挂在“女神的祭坛”之上，甚至悬挂在“女神的塑像上”，这与今天的人们将

“护身符”拿到寺庙里去开光是一个道理，当它们的主人或有资格享用它们的人死后，它们

才被派上用场。 
三．红山文化随想 
从牛河梁“女神庙”红山文化遗址呈现的现象来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对人

类起源的探索，他们对动物的早期胚胎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是世界上最

早对动物早期胚胎的变化规律开始研究的民族。 
另外从“中华第一龙”和“玉猪龙”的比较来看，由于他们都是红山文化的遗物，且外

型又有许多类似的地方（都成 c形，且都有用于悬挂的小孔），因此它们应该存在必然的联
系。根据器物的演变规律来分析，“中华第一龙”应该是在“玉猪龙”的基础上经艺术加工

演化而来，玉猪龙才是龙文化最早的形象起源，“玉猪龙”出现的时期也许要更早些。 
王小盾先生的“胚胎说”虽然揭示的是龙的起源，但笔者认为这还对解释我们民族传统

思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通过“胚胎说”我们可以认识到，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



有了明确的“两极”的概念，先民们将“生”与“死”同时表现在墓葬之中，这充分说明他

们对事物相互转化的辨证关系已经有了朴素的认识，而根据红山先民们的理解，在生命的“起

点”和“终点”之间不正是我们活着的人吗？这也许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庸哲

学”最早的思想起源吧？ 
一直以来，红山文化被世人誉为是“中华文明的曙光”，通过我们以上对红山文化玉器

的分析，笔者认为对红山文化的这种赞誉应该是毫不过分的。  
说起中国的红山文化，您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但是说起中华第一玉雕龙，熟悉和喜爱

文物收藏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可您知道吗，如此珍贵稀有的国宝，还曾经有一段被人冷落

的日子。故事就先从内蒙古赤峰讲起…… 
被称为“塞外明珠”的赤峰市东北隅，矗立着一座海拔高 746米，面积约 5平方公里的

石山，因裸露的岩石呈赭红色，在阳光的映照下，红岩似火，山岚如霞，故得名红山，蒙古

语叫乌兰哈达，赤峰市的名子也由此而来。 
美丽的红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学者，他们纷至沓来。日本人鸟巨龙藏来了，瑞典

人安特生来了，他们挖掘山洞，寻找石器、陶器。他们的研究和学术报告，使红山早期人类

文化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5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中,根据这里

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特点分析，把分布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的中

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从此，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 
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红山地区并没有更新的考古发现。随着满城汉墓、曾侯乙墓

和秦始皇兵马俑等重大考古发现，远在塞外的红山显得有些苍凉和冷落。 
直到 31年后，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五千年前玉雕龙的图片。这条消

息一经报道，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赤峰发现了中国第一玉龙的消息由此传遍了全世界。

关于玉龙出土的故事，还要从 1971年说起…… 
1971 年 8 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民张凤祥，冒着酷暑高温，在离村子

后面不远处修梯田。一锹下去，一件硬邦邦的东西，让他感到有些奇怪，再挖下去，原来是

一个人工砌成的石洞。 
张凤祥伸手摸去，竟摸出一个黑乎乎、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

甸的。收工的时候，张凤祥把它带回了家里，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让弟弟拖着玩耍了起

来。 
七、八天之后，张凤祥惊奇地发现，原本难看的钩子，竟然被弟弟拖成了墨绿色的玉器。

形状有点像蛇，又有点像龙。并且在太阳底下一晒，还能散发出诱人的碧绿光泽。 
这一发现让张凤祥激动不已，随后，他带着这件奇怪的玉器，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

化馆里工作人员，按有关规定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件玉器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

入库登记手续，把它当成一件普通文物锁到了箱子里。就这样，玉雕龙在箱子里一待就是十

几年，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直到 1984年，情况出现了转机…… 
1984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

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

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 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

特旗，文化馆负责人突然想起 1971年，他们征集的那件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
一样珍贵的文物。 
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1971 年在三星它拉（与后面的他拉不统一）发现的玉

龙，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在中国



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极其珍贵！ 
玉雕龙通体为墨绿色，高 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 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

被命名为 c形玉雕龙。龙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以对称的两个圆洞
作为鼻孔。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

菱形。脊背有 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
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值得注意的是，玉

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作为一种图腾象征，被赋予了浓厚的

神秘色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而红山出土的这件 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

形象。 
从这件玉龙的形状，有人推测 来源于马，野猪，熊等形象。红山文化玉龙，第一，是

多种动物特征的组合。神话了动物形象进行加工的。那么这件玉器是做什么用的呢？许多学

者认为是氏族首领在祭祀活动中，进行礼仪活动的神器。巫师通神通天地使用的。玉龙的发

现非常重要，是原始文化原始崇拜的表现。反映了早期人们的生活状态。 
从此，这件形状像 “C”字的玉龙，成为许多杂志的压题照片，成为华夏银行的标志，

更成为红山文化的象征。 
也许是龙的神灵，也许是巧合，“C”形龙闻世之后，红山文化玉器陆续出土。红山地

区还出土有哪些有意思的玉器呢？关于它们的故事，我们就从牛河梁开始讲起…… 
牛河梁是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南麓的一组山坡台地，在绵延起伏十几公里的群山之中，

有一条被俗称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过。因此，牤牛河两旁的山梁得名为牛河梁。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的脚下竟埋藏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

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考古人员来到牛河梁进行考古发掘。1984 年，当工作人员打开牛

河梁第五地点的中心大墓。他们惊奇地发现：墓里竟然有七件随葬红山玉器。并且排列十分

规整。 
竖放在死者的右胸，下面压着一件马蹄形玉器，右手腕戴着一个玉镯，两件玉璧放在头

部的两侧，双手各握着一个玉龟。如今，这些珍贵的红山玉器都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里。 
耐人寻味的是，墓中的玉龟为雌雄一对。那么，五千多年前的红山先民，为什么要手握

玉龟入葬呢？ 
专家告诉我们，中国古代，乌龟作为一种神圣的灵物而倍受人们崇拜，它被看作是祥瑞

之物，跟龙、凤、麟三者并称为“四神”。 
任肪《述异记》中说：“龟一千年生毛，五千岁谓之神龟，寿万年曰灵龟。”盛赞乌龟为

象征和长寿的代表物。 
而五千年前的红山先民，则希望他们能够像龟一样长寿，像龟一样不受侵害。 
墓主人双手各握一玉龟，而且为雌雄一对，由此可见，玉龟已经成为红山文化的典型器。 
放在死者胸前的是勾云型玉佩，呈长方形，它的四个边角翻卷，背面有可供悬挂的钻孔，

中间有勾云形纹饰。 
这件玉器是什么呢？它的形状由勾云形玉佩演变而成，又称为兽面纹配饰。它的造型比

较抽象，形制繁多。鸟玉兽在器中盘旋，忽上忽下，忽断忽连，但无论正着看还是反着看，

每一器鸟兽的数量都是相等的，极具神秘感。 
在辽宁省博物馆的玉器展厅内，还陈列着许多器形颇为神秘的红山文化玉器。 
展出的这件玉器名叫马蹄形器，器以青色玉料制成，截面多呈椭圆形，上口略宽，呈坡

状，下口较平，有的近下口处钻有小孔。由于作品整体似马蹄形，故称马蹄形器。它是红山



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玉器。 
关于马蹄形玉器的用途，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玉杯，有人说它是舀米的器具，有

人把它说成是手腕上的装饰，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打击乐器。 
从出土资料看，马蹄形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都是位于遗骸头部正上方，而且大多在“直

口端”开有两侧对称的用于穿挂的小孔，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马蹄形玉器应该是古人的“束发

器”。 
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呢？红山先民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如此奇特的形状，并摆放在自

己的墓葬之中呢？ 
专家告诉我们，红山文化马蹄形玉器与当时古代居民的原始宗教有关。在萨满教观念中，

巫师的头顶部位是感应天神的信息渠道。巫师在进行神事活动中，必须戴上神帽，作为与宇

宙超世力量相交的桥梁。由于马蹄形玉器呈筒状，有“通灵之意”，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

的通神之器。  
这件玉器名叫玉凤，出土自辽宁省牛河梁遗址。当时枕在墓主人的头下。玉凤长 19.5

厘米，高 12.5厘米，厚 1.2厘米。为淡青色玉，局部夹杂灰白色沁与瑕，扁薄片状，正面雕
琢凤体，羽毛以阴线刻划，整体雕刻非常精细。 
距今六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燕辽地区，山地、丘陵、湖泊和河流交错

纵横，有利于候鸟的生存与繁殖，歇息与迁徙。 
在今天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达里诺尔湖，还被称作“天鹅湖”，每年十月中旬，在这里

栖息的天鹅最多时可达五、六万只。红山文化先民们？对天鹅情有独钟，是因为天鹅不仅可

以常常见到，而且还代表着幸福和吉祥。 
玉凤用自然界中的天鹅来具象写实，表达了红山先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出土的玉猪龙是红山文化后期典型的玉器制品。这件玉器猪首龙

身，通体呈鸡骨白色，局部有黄色土沁。龙体蜷曲，首尾相连，器体厚重，造型粗犷。猪首

形象刻划逼真，肥首大耳，大眼阔嘴，吻部前突，口微张，露出獠牙，面部以阴刻线表现眼

圈、皱纹。中央的环孔光滑，背部有一可穿绳系挂的小孔。玉猪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

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龙形器物之一。  
古人视猪为一种吉祥之物，具有祈求吉祥，护身的作用。古人在祈天、求雨的祭祀活动

中，以猪为沟通人神间的信物，从而出现了被神话的猪的传说。 
在东北地区出土这么多精美的齐全玉器，说明红山文化非常发达，当时的社会生活也比

较发达了。红山文化出土了多种动物形态的玉器，还有几何图形的，玉人，兽面纹玉器，说

明综合的大的天然玉器体系 
红山文化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传

说，找到了实物依据，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夏代玉器 

  新石器时代后期，在中原地区居住着许多不同血缘关系的父系氏族部落。这就是

历史文献中常说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期，五帝是当时氏族部落的酋

长成部落联盟长。各部落联盟彼此之间经历了大约 4000年之久的兼并和战争。  

  长期残酷的征战，彼此间相互同化，最终形成后来的汉民族。直至舜禅让干禹，

继之“禹传启，家天下”，终于到启时建立了夏玉朝。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

家，标志着中华大地上的古老人类终于跨进了文明的门槛。  

  许多古代文献反映，夏朝是一个崇尚玉文明的国度。例如，在夏禹为统一疆土而

进行的征仅三苗的战争记叙中，就留下了玉崇拜的痕迹。《墨子·非攻》对这一场战



争是这样描述的：“昔者三苗大乱，天命短之。曰妖宵出，雨血三朝，出于唐，大哭

乎市，夏冰、地拆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报。高阳乃命高于立官。禹亲把天之瑞令，

以征有苗，雷电动震，有神人面鸟身，半圭以待，扼矢有苗之将，苗师大乱，后乃过

几。禹既充有三苗，焉历为三川，别物上下，乡制四极，而民补不违，天下乃静。”

三苗乃湖北、湖南及江西地城之古代部落，高阳乃帝税项，为占夷人部落之神。古传

夷人历来以鸟为图腾，故而“有神人面鸟身”前来助阵厮杀，“奉圭以待”正是那时玉崇

拜的一种表现，此圭是神的标志，只有神灵才能奉圭，这就把图腾崇拜和玉崇拜结合

在一起了。有玉才能显示神灵，在禹所发动的这么一场大规璜的征战之中，圭代表的

是天意，这和大禹“亲把天之瑞令”是一个道理。这还说明玉在当时既是号召的旗帜，

又是统驭所部的法度。古代传说中关于大禹和玉的关系的记叙还有种种。如《拾遗记》

曰神授禹玉简，“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还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等等。总之，夏之立国和玉文化一定有着重要的关联。  

  河南偃师二里头是夏朝晚期的王都，储有异常丰富的夏代文化遗存。这里有大型

玉室宫殿，有占地上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有殿堂、廊民、庭院、城门，布局严谨、

规璜宏大、城池宽厚、极为壮观。在宫殿四周有大量房基、窖穴、墓葬、窑址、水并、

灰坑。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获得

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揭开了夏玉朝玉器文化的面纱，并能和古代文献相印证。故此，

目前所知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就是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  

  （一）玉器的种类、造型与工艺  

  1、玉器种类。生产工具有玉斧、玉铲、玉城；装饰品有管、珠、锡形器、绿松

石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钢饰牌；礼仪器有戈、铀、圭、刀、牙湾、柄形饰等。  

  2、造型。几何型器物，以直方形为主（如斧、圭、刀），绝大多数为光素。戈

的造型规范，分二式：一式为尖锋，双刃，援与内相连处有叙线纹，无中脊，内上一

孔；二式为尖锋，锋前端略起一段中脊，内部窄短，穿一孔。玉钺亦分二式：一式作

长方形，两侧边缘出脊齿，刃略作弧形，造型当是龙山文化玉钺的延续；二式的造型

属于创新型，其重要价值在于，它为商代同类器型开了先河。它整体近圆形，顶端较

圆，两侧直，出数个脊齿，弧刃分成连续四段，每段为双面直刃，中间一大孔。玉圭

均为平首形，分二式：一式中部有两道阳纹横直线纹，二孔，带有龙山文化玉圭的遗

风；二式下部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二孔。玉刀为长条梯形，分

三式：一式长条梯形；二式两侧出脊齿；三式两端均刻细网格纹。牙璋体形较大，皆

作歧首式，下部两侧出繁复的对称式阑，或在阑之间有数道阴线直线纹或网格纹。最

大的牙库长达 54厘米。桐形饰为新创五种，开商周同类器之先河。分二式；一式长

方棒形，光素；二式其上有浅浮雕似花瓣形纹，及双阴线刻 3个兽面纹，工艺极为精

美。嵌绿石兽面纹钢饰牌，共见３件，造型各具特点，都是以青铜饰牌为衬底，其上

用数百块各种形状的绿松石小片铺嵌而成，眼珠为圆形，稍凸起。饰牌两侧出４个环

形，可供佩带或拴附。兽面纹形象不同：如一式者，有对约形角，对钩形眉，橄揽形

眼眶，直鼻梁较长；二式者，额头处为门块鳞状镶嵌，弯眉，大圆眼珠，张口露四颗

尖牙；三式者，有对钧“Ｔ”形角，小圆眼珠，直鼻梁，上唇向内卷曲。以第三式的兽



面纹最具代表性。玉器纹饰造型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云雷纹见

于玉圭。兽面纹有橄揽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闭口。橄揽形眼眶，最早见于罗家

柏岭和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虎形玉环与虎首形玉珠，可能是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继承

而来。宽鼻闭口造型，在龙山文化玉器兽面纹中可找到蓝本、夏代玉器兽面纹造型的

重要价值，在于为商周玉器、青铜器兽面效作了准备。  

  3、工艺、玉器材质，主要有白玉、青玉（含河南独山玉）、绿松石等、玉器工

艺一般较规整，表面光滑。阴线纹的刻法上，按照一些现代琢玉技师的看法、当时已

经使用防轮式工具、根据线纹形式的不同需要、用四轮（后世称为“勾防”）在玉器表

面刻划出条条细阴线，此法通称为“勾”法。如在阴缆沟槽的一个立面、再用陀轮将它

向外稍加拓展、形成较充的斜坡面，叫做“彻法”、二者台之即“一彻法”、勾彻法工艺

的实施，使两手平行阴线线形产生了差异，而具有层次感与活跃感。它较之新石器时

代玉器的阴线纹，有了很大的形式美的进步，并为后世出千年玉器明线效的工艺技法

奠定了基础。  

  （二）夏代玉器的特征  

  1、夏代的礼仪玉器中，兵器形玉器占了重要地位。这种突出“玉兵”的现象，值得

探讨。“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用侵代。”这是氏族社会求联社会战乱的实景、

炎黄之战、黄帝量尤之战。共玉顶颌之战等，都是这时期的重大战事。战争的结果、

是强大部族兼并弱小部族、社会向部族间融合统一（国家形成）方向迈进、到二一时，

他“合诸侯于琮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标志曾经过激烈的武力争战后，夏玉统治地位

的确立与巩固。  

  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钱和玉刀，都是作为“兵社”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三辆君玉

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  

  玉戈，应是龙山文化玉戈的延续。其授部无中脊，还保持前者的造型特点、有的

玉戈长达 43厘米；器形之大，实属空前、它是典型的礼仪仪位用器。玉钻，是良治

文化、龙山文化玉铀的延续，但其造型变得繁复，即由原来的直刃成弧刃，变成四连

刃。从力学原理看，短形四连刃的砍杀力、会相对增强，因为自力的面积大小与四强

成反比。玉刀，是生产工具石刀的延续，有的刃定最长者达 65.2厘米，且无使用痕

迹、只能是仪仗器。  

  三类大型“兵杖”玉器雄辩地证明，夏玉脚经过血雨腥凤的长期的自才得以建国和

巩固政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瞩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天强化的主要们神力量。 

  2、玉圭造型均呈平首式，当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则二里头遗址三、八区所者，出

土时“表面沾着大朱砂”。二里头窑址所地刻有阴线四方连续式变柏章纹。“十种坑”是

新石田代至两周时期墓中中的司和一俗，它表明墓主人直要身份和地位。这两件玉圭，

应是五曰奴隶主创的遗物、玉圭的用途可能有二：其一。是其本人某些权力的象征物；

其二，可能是奴隶主贵族做“夏社 ’（玉朝之社祭，见《记 ·封神书》），即祭土地神时

所用。因为圭宇从重上以法地，故古时用圭田地神。当然，只祀地神还不够，土地需

由山川之气（《说文》云字训释）而致时雨， ‘云行雨施”方能有年刻饰云（雷）纹的

玉生似同时兼用于礼云神。  



  3、柄形饰。夏代玉扬形饰是重要的发明，其造型为商和西周同类科的先规。作

为一种礼仪器，互代玉柄形饰的具体用途尚不得而知。如果说商代柄形饰系用什祖先

灵位（牌协）的表象物那么，玉代柄彤饰也可能有相同的用途。  

  4、镶嵌玉器。1987年发现的青玉半月形器片形，中部有一圆孔，孔内两面满校

圆形绿松石，有的玉钻孔内也睛绿松石，它们都是夏代管例典型的玉器钻嵌工艺。这

种做法，外商代玉器上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 

  5、嵌绿松石曾面纹钢饰牌的重要价值。上述三式饰牌中，以第三式的兽面纹为

代表。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其造型成为商周时代玉器、青铜器用面纹（含接替纹）形象

的基本依据。如安阳殷墟妇好基玉器的背面纹；商代早期铜器（二里岗类型）的铜鼎、

铜用所饰背面纹（它们分别出土于河南郑州铭功路与湖北黄波盘龙城），则更具典型

性。  

  6、关于 ‘夏后氏之璜”。夏后氏，夏禹之国号。文献中记载 ‘夏后氏之锁”音，有《左

传 ·定公四年》、《淮南子·说山训》等。可见古时机夏后氏之质为珍宝，巨个只 1 件。

不过二里头遗址并未见出土五秒此种玉璜实物，需要曰后考古发掘的证明。  

  《左传 ·定公四年》； ‘分鲁公以大路、大旅；夏后氏之用。”住：“琐，美玉名。”

但《左传 ·表公十四年》记魏国大夫公文氏攻趣地，“求复后之氏步焉，与之他玉而奔

齐”。从叙述上看，他所求者必为玉动而非他，这与《山海经·海外西经》；“玉后启佩

玉璜”说相吻合。看来夏后氏之璜之实物早已无从考定。“明月之珠，不能无类；夏后

之前，不能无考。 ’说明夏后氏之质，殆古来少有传世。  

7、作为中国奴隶制社会第一个朝代的玉代玉器、它是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历史总

结，它的成果为商代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所见的夏代玉器很少（可能最

具代表性的玉器尚未发现），但其一些造型（如刀、圭、戈、钺、桐形饰）与纹饰（如

兽面纹），均成为商玉制作的根据。据此，夏代玉器在历史交替时期的承上启下的价

值是显见的。  

（三）商周玉器  

 商周玉器重视选材，大量使用新疆优质软玉，色淡绿或白中泛绿，玉质细腻，抛光

后表层呈柔和的玻璃光泽。商周玉器多为扁平体造型，大多是先将玉料切割成板块状

毛料，再加工切削成圆形玉坯，其中规整成型的进一步加工为璧、瑗、环等等，不具

备深加工条件的玉坯，则割圆形坯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琢为玦、璜或动物、禽鸟

形玉佩。商代后期出现了商周玉器中罕见的立体圆雕玉人，玉龙、玉象等等。但是商

周时期，玉铲仍然沿用，但此时的玉铲的用途也仅仅是作为仪仗使用，但是周以后的

礼器，玉铲就不再使用了。  

 殷墟玉器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民族特色鲜明，在长达七八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连绵不断，

相沿不衰，这在中外古代雕塑艺术史中是独树一帜的。   

  殷墟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夏及商代早期玉器的优

良传统，下启西周玉器的先河，经 200多年的生产实践，提高了设计水平和雕琢技术，

创作了很多精美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殷墟是商代后期盘庚至帝辛八代十二王的王都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

部，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其范围约有 30平方公里。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的学

者、专家的切磋与研究，认为殷王朝在殷墟建都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300年至前 1

046 年，历时 254年。   

  自 1928年开始科学发掘殷墟，至今已有 76个年头。经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

力，陆续揭露出湮没在地下 3000多年的殷代王都。同时，发掘出土了成千上万的各

种质地的殷代文物和 3万多片甲骨文。为研究商代文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殷墟玉器

只是其中的一项。   

  据不完全统计，截日至 2000年，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约有 2300件上下(内有

少量石质的)。由于古今盗掘，殷墓遭受严重破坏，现在幸存下来的仅是劫余而已，

不难设想，原随葬之玉器当远远超过此数字。《逸周书 ·世俘解》称：“商王纣取天智

玉琰(YAN)五，环身厚以自焚，凡日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八

万。”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校为“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由此可见，殷王

室和贵族拥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宝玉。  

  殷墟玉器的色泽瑰丽多彩，晶莹光润。以妇好墓的玉器为例，以深浅不同的绿色

最多，黄褐、棕褐次之，淡灰色、白色(包括乳白)、黄色的较少。多数杂有与主色相

异的玉斑，纯色的较少。夏鼐先生认为：   

  “这些颜色的不同，是由于它们的化学成分不同所致……不同的元素或化合物的

同时存在，也会在呈色方面互相影响。”  

  殷墟玉器的质料，有新疆和田玉、透闪石软玉、南阳玉、岫岩玉，可能还有河南

密玉。而以新疆和田玉占多数；其次为透闪石软玉，南阳玉和岫岩玉甚少。那么，远

在新疆的和田玉何时输入中原的呢?据《史记·李斯列传》，李斯于秦王嬴政十年(公元

前 237年)上书秦王曰：“今陛下致昆仑山之玉，有随和之宝……此数宝者，秦不生一

矣。”可见秦统一中国之前，已有新疆玉输入秦地(中原地区)。郭宝钧先生据《穆天子

传》有穆王登昆仑的传闻，认为“昆仑玉进入中原或可上溯到殷周之间。”妇好墓中出

土有较多的用新疆和田玉琢成的玉器证实，和田玉输入殷墟最迟在殷王武丁时代。据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者推算，武丁在位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250至前 1192年。  

  根据对大量殷墟玉器和少量半成品的考察得知，武丁时期的琢玉工艺已达到高度

发展，选料、用料、琢玉工艺首在选料、用料，有比较缜密的考虑。  

  殷墟玉器的造型丰富多彩，刻划细腻，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玉石的造型器的造

型模式，创作了不少诸如人像、兽畜、禽鸟等多种圆雕作品。如墓中所出的某些玉石

人像、有极强的写实性，圆雕的兽禽和昆虫或行或立，大多形象逼真，有些还突出了

外形的主要特点，如象的长鼻、虎的利齿、螳螂的刀足等，相当神似。浮雕的兽畜和

禽鸟，多设计成侧视形，肥瘦适中，以作静止状态的居多；少数则作运动状态，如急

驰的的虎、冲天直上的鹰。对于某些神话性动物，如蟠龙、凤、怪鸟等，造型也很优

美。充公反映了当时的设计者对现实世界的深入观察和对神话世界的向往。  

  殷墟玉器的花纹，往往随客观形象而变化，自然谐调。  
  在殷墟，至今还没有发现较大规模的制玉手工业作坊，只是 1975 年冬在小

屯村北发现两座殷代晚期的小型房子。在房内，出土有大量砺石、石锥形半成品等，



并有少量玉料和几件精致的“俏色”玉石艺术品，发掘者估计这里可能是磨制玉石器的
场所。从殷墟出有各种品类的玉器，而有些器类的造型(如戈、簋等)与殷墟同类铜器
接近，以及部分玉器的花纹与铜器花纹相近分析，大部分玉器应是殷人在当地制造的。

至于少数刻有文字的，可能是某些方国贡纳的。 
（四）春秋玉器  

  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继续和发展。早期仍善用双阴线来刻划图纹，在装饰上则

进一步强化了西周晚期出现的在某一造型内雕琢单一的或相互交缠同体的龙纹图样，

从而使细小变形且纠集在一起的众多龙纹，经常出现在主体造型内，同时布局繁密，

几乎不留余地。如河南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的玉虎，其造型为扁平体的虎形，低首拱

背，曲肢卷尾。虽说此虎神态有些呆板，无有太强的动感，但虎身上的装饰却格外引

人注目。它除了在腹部、腮部、双肢列有少许几何纹外，通体满饰变形的龙纹，上下

交错，左右呼应。这种独特的双阴线工艺及"形中有形"的装饰手法，在春秋早期玉器

中极为流行，可谓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 

  春秋中期以后，这种繁密的阴刻装饰线纹逐渐变得稀疏，并多以较宽的斜刀进行

雕琢。到了晚期，线刻工艺逐渐减少，代之而兴的是去地隐起的浅浮雕技法的盛行。

如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的玉磺、玉佩等，不但工艺精细，琢磨光润，而且由于

采用了浅浮雕的工艺技法和更加抽象简化的龙纹图案，所以使繁密的画面，通过高低

起伏和有序的布局，更富有一种寓意深远的立体效果，增加了一定的神秘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春秋时期流行的寄生于造型内的繁密且抽象的龙纹装饰，

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和文化观念的改变，逐渐消失。正如吴棠海先生在《认识古玉》中

所说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盛行的胆龙纹眼睛退化，解体成云、谷相杂纹，并逐渐发
展为谷纹、蒲纹、乳钉纹等工整规律的几何纹样。这里我们暂不讨论战国玉器中常见

的云纹、谷纹是否是由春秋时的龙纹演变而来，只是可以肯定地说，春秋玉器画面上

盛行装饰的繁密细小的龙纹图样，在战国时已不可出现(特别是在战国中期以后)。尽
管目前战国墓中仍有类似玉器，笔者认为，它应是春秋时期(或战国早期)的遗物。因
为艺术是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写，所以，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情趣、

意识观念的改变，其风格也必定会推陈出新。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时尚，必定会产

生造就不同的艺术风格。玉器如此，其它工艺美术品亦如此。  

（五）汉代玉器   

汉代用各种玉料制作的礼器、装饰品和美术品。中国的工艺源远流长，汉代继续

有所发展。西汉初年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但开始有了变化。西汉中期以后

变化更大。根据器形和用途的不同，汉代玉器可分为 4 大类 :①仪礼上使用的玉器；

②葬玉；③玉装饰品;④玉制美术品。商周的 6 种“瑞玉”,除璧、圭外 ,都废弃不用；组

成“组玉”的各种玉佩，其种类和数量都已减少。葬玉和随身玉制装饰物的种类增多。

表面花纹从以抽象主义为主变成以写实主义为主。圆雕、高浮雕、透雕、刻细线的玉

器也增多了。这些变化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变化以及风俗和思想(尤其是宗教思想)的变

化。在中国玉器史上，汉代实是承前启后的一个过渡阶段。  

  玉器材料汉代玉器中有许多仍是利用绿色或黄褐色的玉料 ,但是另一方面 ,乳白色

的羊脂玉大量增加。汉代玉料的来源，大部分是由和阗输入的软玉。出土的一些玉器，

与和阗玉很相近。  



治玉的技术汉代基本上继承了战国时代的治玉技术，但是已有所改进。汉以前的

玉器多是扁平玉片，上加浅浮雕。汉代玉器中高浮雕和圆雕增多了。汉以前的玉器纹

饰的制作技术，主要利用细砂研磨成浅浮雕的花饰。汉代由于技术的改进，镂孔花纹

和表面细刻线纹增多了。浮雕和素面玉器的表面抛光技术也有所提高，如满城汉墓出

土的玉器已是表面磨得象玻璃一样光滑。器物的轮廓线和刻纹，也都显得很流利。  
 
（六）隋唐玉器  

  在中国历史上，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大强盛帝国。这一时期国家强盛，经济

发达，国富民强。此时东西方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外来文化进入中国，

给中国人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事物与观念。这也反映在玉文化的发展上。受到波斯文化

的影响，隋唐玉器上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型和图案。佛教题材玉器有飞天，肖生玉有立

人、双鹿、寿带、凤等，都受到当代绘画与雕塑艺术的影响。此时玉器加工技艺已趋

成熟，砣法简练遒劲，突出形象的精神和气韵，颇有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立体肖生

形象的肌肉转折处理能收到天然得体的良好效果。在这个时期已普遍采用产自西域的

和田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玉属”。和田玉温润晶莹的特性在各种玉雕人像、动

物造像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而使形象美与玉材美和谐地融合为一体，提高了玉

器的艺术性和鉴赏性。隋至盛唐玉器，不论是简练还是精琢，其处理都恰到好处，均

可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  
晚唐及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再度出现分裂，战乱频频，民不聊生，社会经济严

重萧条，玉文化也受到极大的影响。现今出土明确为五代十国的玉器少之又少，因此

在本网站分期玉器栏目中我们也就没有把五代玉器列入了。  
 
（七）宋元玉器  

中国宋代(960～1279) 玉器承前启后。玉器画面构图复杂，多层次，形神兼备，

有浓厚绘画趣味，完成了唐玉由工艺性、雕塑性向宋玉的绘画性、法书性的转变。皇

家用玉不减前朝，衣有玉束带、玉佩，车有玉辂，乐有玉磬，祀有玉圭、玉册。内廷

设有玉作，玉料由西域诸国进贡。市民用玉也较前朝为盛，皇家、官僚及民间均收藏

古玉，古董行伪造或仿造古玉成风。因此，宋玉有古玉、时作玉、伪古玉和仿古玉之

别。  

  宋代传世古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较多，如白玉夔龙把花式碗、白玉云带环、白

玉镂空松鹿环饰、青玉镂空龟鹤寿字环形饰、白玉镂空双鹤佩、白玉孔雀衔花佩、青

玉镂空松下仙女饰、青玉卧鹿、黄玉异兽和白玉婴等，都是宋代玉器的佼佼者。  

  传世宫廷铭刻玉器中最重要的  1件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玉子，原藏北京市文物

保护管理委员会。系八角管状 ,高仅 5.9厘米 ,宽 1.5 厘米，中穿孔，便于系佩，阴勒

双钩经名、经文、译者、纪年、作坊等 16行， 292 字，每字比芝麻粒还小，笔道比

丝还细，篆工纯熟，书法遒丽，末二行落款为“皇宋宣和元年冬十月修内司玉作所虔

制”，可知系内廷玉作碾治，供皇族佩带。  

  1949年以来考古发掘也发现了一些宋代玉器，较重要的有北京房山金代石椁墓

出土的政和通宝玉钱、双挺玉钗、凤形玉饰件、镂空折枝花玉锁、镂空折枝花玉饰、

镂空折枝形玉饰、镂空双鹤衔卷草纹玉饰等 11件及江西上饶南宋墓出土的人物玉带



板，安徽休宁朱颜墓出土的青玉碗等。这些宋代玉器不仅有较高的工艺价值，又是鉴

定传世古玉的标准器。  

  元代  (1206～1368) 玉器继承了宋玉的造诣和风格，但没有将其推向新的高峰元

代除碾琢礼制用玉之外 ,还广泛地用于建筑和家具 ,玉器应用范围扩大,数量有所增加。

内廷的制玉机构及碾玉作坊规模空前庞大。传世玉器中最大的  1 件是置于北京北海

团城的“渎山大玉海”，至元二年(1265)琢成，玉色青白夹带黑斑点，是青玉中的杂色

者。高 70厘米 ,口径 135～182厘米，最大周围 493 厘米，膛深 55厘米，重约 3500

千克，可贮酒 30余石，周身碾琢隐起的海龙、海马、  海羊、  海猪、海犀、海蛙、

海螺、海鱼、海鹿等 13种瑞兽 ,神态生动 ,气势雄伟，是元代玉器的代表作。元代还出

现了玉帽顶和玉押两种新型玉器。传世玉亦有秀美者，如青玉螭耳十角杯、青玉火焰

珠把杯、白玉龙首带钩环、白玉双螭绦环带扣、青玉天鹅荷塘绦带扣与青玉双螭臂搁、

青玉镂空龙穿荔枝墨床等。  
元代出土的玉器有：安徽省安庆市范文虎夫妇墓出土的官府玉青玉虎纽押、玉带

板，时作玉垂云玉及仿古玉尊等 ;江苏省无锡市钱裕墓出土的玉海青攫天鹅环玉龙荷
花带钩、青玉鳜鱼坠；江苏省苏州市张士诚母墓出土的青玉十节竹环、玉佩，张士诚

父墓出土的光素节 25 块等。钱裕、张士诚父母墓出土的玉器都是由苏州碾制，这些
玉器精工者少，作为鉴定玉器的标准器却有着重要的价值。  
（八）明清玉器  
 明清玉器千姿百态，造型各异。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

集阴线、阳线、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

艺术影响并加以糅合变通，创造并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治玉工艺，有着鲜明

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明清时期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日臻密切，炉、

薰、瓶、鼎、簋等仿古造型的玉器层出不穷。玉质的茶酒具非常盛行。文人在书斋作

画、书写，往往也用玉来做笔洗、水注、笔筒、墨床、镇纸、臂搁等文具，或以玉器

装饰陈设。由于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

的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第三章   古玉鉴定的注意事项  

一、玉器鉴别首先应该认真细读、多读有关古玉的专著，这些学术著作凝聚着丰

富的知识。推荐的书籍有；清末吴大徵所著《古玉图考》，对古玉的时代、用途、名

称、尺寸均有详尽说明和考释，且绘图精确，颇有参考价值。当代杨伯达主编的《中

国美术全集·玉器》、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玉器全集》一至六卷、周南泉的

《古玉器》、昭明、利群的《中国古代玉器》、张广文的《玉器史话》、香港李英豪

的《鉴别古玉》、《民间古玉》、《护身玉》、《保值白玉》。台湾古玉专家李更夫

老先生的《玉器鉴定全集》（上、下册）等。 
  二、直接接触非常重要，一般人在博物馆只能隔着玻璃看，应该尽可能多地上手

细看各门各类的古玉。摸多了就能感觉出其中的区别。真古玉器玉质老旧、手感沉重、

外表柔滑、沁色自然、刀工利落、包浆滋润。新玉没有这些感觉。  
  三、至少宋代就出现仿古玉，当时有人以虹光草伪造鸡血沁，清以后造假越来越

多，也有前无古人的创造，如"狗玉"、"羊玉"、"风玉"等新品，引人上当。  
  四、古玉器的仿品、赝品大都采用价格低廉的岫岩玉、独山玉、蓝田玉或其他低



质杂玉，这些玉硬度大都低于 5.5。和田优质玉料现在每年产量极少，市场价每公斤
已逾十万元，其硬度为 6至 6.5，因成本和加工难度高，作伪者极少采用和田白玉。 
  五、一般小钢刀硬度为 5.5左右，用力戳玉器，仿品、赝品就可以一目了然。 
  六、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的以玉粉经人工高压合成的伪玉，颜色和硬度近似和田玉，鉴

别时要特别留心。 
  七、真古玉有土沁、石灰沁、水银沁、尸血沁、朱砂沁、铜沁、表面氧化层等，赝品的

沁斑有的是油炸的，有些是火烤的，有些是用化学药水浸蚀的，弄清楚相真品和赝品在颜色、

光泽、厚薄诸方面的差异和区别， 
  八、玉器表面的雕刻线条断面不同，有 V型，半圆型和 U型等，U型是现代机器工特
征。 
  九、雕刻的线条槽口表面皮壳，在颜色、包浆等方面一致的是真品，线条槽品两侧边有

毛道崩裂现象是现代"机器工"的特点。 
  玉器辨伪 
  目前在玉器的识伪中没有仪器进行有效的测试，但是利用我们掌握的科技文化知识，利

用客观科学的理论分析，完全有能力对玉器真伪进行有效识别。  
  1、历代玉器被广泛使用的玉石材料主要有白玉、青玉、黄玉、碧玉、岫岩玉等，而目
前赝品有相当一部分使用的新开发的石料、矿料，或用黄岫岩假冒黄玉。在实践中必须掌握

和分清真伪玉器材料上的差别，分清同一种材料的新旧差别。 
  2、要认识各种玉器材料的基本结构特征，并且要知道硬度、密度的不均匀性及玉石材
料的可渗透性。当掌握了玉石材料的基本特性以后就能够分析古玉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埋

藏的时间长短，对玉器本身应该造成的影响，有哪些氧化腐蚀特征，并掌握其演化过程的各

种特征规律。而赝品不是根据材料的特性，也不根据真品的各种特征，只是根据真品的表面

效果进行模仿，违反了自然氧化和演变的规律，与真品有本质上的差别。 
  3、要掌握真品玉器材料方面的老化特征。这种受浸蚀而老化的现象与赝品使用新材料
或老旧残料进行重新切割磨制加工，成形后所暴露出来的新工艺面会产生明显的色差或破坏

原有的氧化皮层。 
  4、不能把区别玉器材料作为辨别玉器真伪的决定依据，因为从古至今所使用的都是千
百万年形成的同一种材料，在辨伪中只能把识别材料作为单荐辨伪的依据，如果材料上无法

有效地确认差别，应该从其他方面继续搜寻真伪的差别证据。 
  5、目前赝品所使用的是一些质量极差、价格极低的玉石杂色料或石性严重的次料进行
伪造，成形以后再进行人为强化腐蚀，造成玉器表面形成极厚的氧化腐蚀皮层。这种皮层容

易脱落而且脱落后根本没有洁净透润的质地。这种花地杂色料是历代古玉不使用的，只是现

代骗人用的一种石料。 
  6、要认识和掌握历代玉器绘画风格及表现风格，并掌握各时代玉器造型风格结构特征。
在辨伪中，有些玉器可以从造型结构上确认真与伪，但是有些高仿赝品极难识别。在这种情

况下，要从其他方面搜寻真与伪的差别证据由于民间玉器的风格造型极其古怪复杂，因而不

能以器型风格决定其真伪，而只能作为感觉效果判断的一项参考。 
  7、玉器艺术的工艺与美术的完美结合体，古玉完美地体现了工艺效果。而赝品在这方
面有明显缺陷和不足，要么结构造型美而工艺技术磨制却达不到这种效果，要么工艺设计有

缺陷。 
  8、我们必须承认，机械化程度的高低必然会对产品的工艺质量和标准造成程度不同的
影响。从古至今制造玉器设备工艺和工具材料在不断地改革发展提高，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

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工艺技术特征。当我们掌握了真品的基本特征，就会认识到现代赝品哪些

部位工艺不对，哪些工艺技术磨制有缺陷。 



  要认识到玉器的加工方式从古至今始终利用的半手工半机械化的方式，在实践中必须分

析工艺效果，哪些是机械设备本身的性能造成，哪些又是人为手工操作的不稳定性造成，从

这方面区别真伪。另一方面要有能力认识玉工磨制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某些工艺效果，识破

赝品故意制造工艺误差或某些工艺技术缺陷，对比真伪玉器工艺死角部位的差异。 
  现代加工工具的材料和研磨材料的组成成分与传统之间的差别，造成纹饰线条方面的工

艺磨制产生明显不同。这种不同是设备工具及材料造成的，不是现代设备能够模仿的。古玉

器的加工磨制主要采用游离沙式的研磨方式，这与现代赝品的固定磨削式的成形的玉器有明

显的工艺差别。要掌握历代古玉在工艺磨制程序方面的规律，以及各种工艺技术处理手段方

面的特征规律，对比赝品哪些部位的程序和处理手段有差别。 
  9、了解赝品的制假手段和技术，掌握赝品用现代的设备和技术进行模仿的各种工艺效
果特征。要分析和掌握真伪玉器的玻璃光效果差别，以及一般光亮玉器差别，并分析出光亮

方面的技术和材料差别及造成这种差别的原理，从而区别真伪亮度效果差异。 
  10、历代古玉普遍存在着巧色及带色料玉器的现象，但这种材料在原有的基础上又经历
长期地下环境的浸蚀，造成局部色料部位被首先氧化腐蚀，必须掌握这方面的特征规律。 
  玉器被氧化浸蚀部位大部分是由于某部位的硬度、密度及耐腐蚀性差造成的，特别是由

于内部应力造成的玉器裂纹，这种状态会被首先渗透或浸蚀，它与赝品人为制造的假效果有

结构上的差别。现代赝品利用色料、边角脏料假冒玉器的氧化，特别是利用材料本身的氧化

石皮假冒，这种造伪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模仿手段。实际上这类赝被假冒的部位其硬度、密

度结构和色差，与真品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必须识别哪些是色料杂料和天然氧化皮仿造的赝

品，哪些是真正腐蚀受沁。真正的古玉无论受到哪些氧化腐蚀受沁都会产生硬度变化、色差

变化、渗透过渡等现象，而赝品人为制造的明显的渗透现象、硬度变化、色差和过渡等现象。

要在广泛的实践中掌握真品氧化腐蚀受沁的特征规律，在此基础上区别哪些是人为的强化作

伪，哪些是玉器的真正腐蚀受沁。 
  11、掌握生坑玉器的主要特征。所谓生坑玉器的指出土以后没有进行过任何清造处理，
玉器本身粘附着各种沉积物质，而且附着力极强。而赝品是采用人为制造在玉表的附着物，

这种人造附着物质粘结密度及粘结力很差，这是辨别真伪的一方面，生坑玉器应没有任何人

为处理留下的痕迹。 
  12、半生坑玉器主要指出土后经过人为的清洗处理，这类玉器已失掉了生坑玉器的种种
出土特征。一般情况下，死角部位或某些腐蚀残损部位能够留下沉积物质，由于清洗有些部

位会出现轻微划痕，工艺棱角出会产生轻微的人为致残现象。而仿造半生坑玉器的赝品主要

采取制造表面氧化层工艺方面采用保持工艺棱角部位的锋利度，死角部位沉积物质附着力却

很差。要特别注意并有能力区别半生坑玉器。当前仿造半生坑玉器的赝品有相当数量流入市

场。 
  13、半熟坑玉器的指出土后经过几年或几十年的收藏，手感及透润程度并没有达到相当
的熟旧程度。这类玉器表面有氧化质感并有轻微的磨损，轻微的棱角碰伤，有些死角部位仍

然存留沉积物及其他各种特征。这种玉器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仿造成这类玉器的赝品主要

是采取球磨振荡设备及喷沙设备制造表面氧化质感效果，使整体结构及工艺棱角产生圆滑过

渡。这类玉器的仿造难度很大，与真品对比会找到赝品的很多漏洞。 
  14、熟坑玉器是长期收藏把玩使玉器的工艺棱角有相当的圆滑过渡，手感极好。在把玩
中，人体的汗液、酸、碱、植物蜡等渗透到玉器纵深，使玉器内部折射光加强交反射到玉器

表面形成半透明状态的油透感，经过人为长期盘磨会使玉器表面产生不同时期的划痕重叠现

象，有些残损会产生残痕圆滑过渡。而赝品不具备这种时间和条件，因此只能采取加强表面

光亮度的手段进行假冒。当前有一定数量的假熟坑玉器，仿造效果普遍不佳。 
  15、必须掌握赝品用氢氟酸进行腐蚀所产生的各种状态，因为这类赝品残留有的毒气体



对人体危害极大，不能在房间内摆放或随身佩带。 
  16、收藏玉器不能局限性只懂得玉器，必须对雕塑、瓷器、绘画、竹木牙角、金银铜器
等古董项目有识别真伪的基本能力，因为其他类古董的真伪所表现的特征规律与玉器是相通

的。辨伪首先要确认真品，只有在实践中掌握真品的实质，才能够具备识伪的能力，才能进

一步研究和探讨文化内涵。更不要采取自我封闭的收藏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