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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国祥等的《玉根国脉1——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
文集》是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研究文集，共收录岫岩玉、玉文化及相关考古学研究论文55篇，总约100
万字，分上、下两编。
上编由24篇论文组成，以岫岩玉与东北地区史前玉器为主题，主要包括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红山文
化玉器及辽东地区、吉林地区史前玉器的专题或综合性研究、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玉器与文明
化进程的关系、岫岩玉的宝玉学特征及历史地位、玉器起源的农业背景等。
下编由31篇论文组成，主要包括中国玉器考古概论、历代玉器研究、玉器雕琢工艺显微探索等。
在史前玉器研究中，以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玉器等专题研究为主；在商周至明清时期
玉器研究中，主要探讨了商代玉虎、晋侯墓地、鸿山越墓及西汉楚王陵墓出土玉器、明代玉礼器与玉
佩饰、清代宫廷玉器、儒家思想与中国玉文化的关系等。

《玉根国脉1——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可供考古文博界、历史界、美术界、
地质界专业人士、大专院校师生以及宝玉石鉴赏界人士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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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据地质学家的研究，目前岫岩县境内所产的玉石，从矿物成分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透闪石玉，即与新疆和田玉相同的软玉，当地人称之为“老玉”，南方玉商称之为“东北黄玉
”，其籽玉俗称“河磨玉”，主要产于偏岭乡细玉沟村；第二类是蛇纹石玉，即俗称的“岫玉”，其
中山料围岩部位山体出产的氧化岫玉俗称“花玉”，主要产于哈达碑乡玉石村的瓦沟；第三类是透闪
石一蛇纹石玉，白绿色相间似翡翠，因此当地人称之为“假翠”，王时麒先生给它定学名为“甲翠”
。
从考古发现的玉器来看，岫岩玉的开采与使用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位于海城市东南部的
小孤山遗址的年代在距今10万~2万年之间，在年代为5万~4万年前的第二、三层出土了两件玉制品。
一件是用玉料制作的石片，是用锤击法从一块岫岩河磨玉的原石上打下来的石片，即为一块河磨玉的
一角，主体呈绿色，局部保留褐色石皮，长10、宽5-6厘米，台面较宽，在破裂面上有明显的打击点和
放射线等人工痕迹；另一件是典型的玉质双刃尖状器，器型规整，适于使用，保存完好，长10.77、
宽4.5、厚2.08厘米，是用锤击法打下的长石片两边进一步加工而成的，两侧边缘均有明显的打击痕迹
，刃边较平直，一侧刃有两处大的石片疤，另一侧刃上有修理和使用的痕迹，在其顶部和背面也有细
微的台阶状修理痕迹，玉质温润，呈绿色，经检测，属透闪石玉。
出产透闪石玉的细玉沟，就在小孤山遗址西南方的山上；从细玉沟流出的出产河磨玉的小溪，就在小
孤山遗址以南不远处汇人小孤山遗址山脚下的河中。
所以，小孤山遗址的古代居民，从其山洞前的河流向下游走不多远，就可以从河中捞取河磨玉，在不
远的山上，也可以采到透闪石玉，那么，他们以透闪石玉和河磨玉制作工具，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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