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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既有一定科研价值而又比较通俗的专业读本，系统地宣讲与传授中国玉和珠宝首饰的关系
、珠宝玉石门类的历史渊源和近现代科学理论、珠宝首饰在政治史论、社会礼俗、考古文博、地质矿
产、创作设计以及经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不但对专攻珠宝专业的在校学生，而且对全国珠
宝首饰行业的生产者、开发者、研究者、支持者、收藏者与爱好者，无疑都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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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士奇，江苏省扬州市人，1946年5月出生，江南大学造型美术设计专业毕业。
现任江海职业技术学院珠宝专业教研室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珠宝专业国家考评员，中国
工艺美术学会高级会员，全国宝玉石协会会员。
长期从事工艺美术及珠宝首饰的生产经营、艺术指导和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出版玉文化学术专著两部
、学术论文数十篇，获得过三项国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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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直至今日，虽然已经完全能够用科学的方法以较高的水平对玉石进行各种需要的鉴别和划分，
但在衡量玉石的使用价值和实际经济价值时，玉色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尺度。
玉色观念从夏、商、周三代开始载人史册，其目的主要是用于区别政治上的等级制度。
所谓六器中的苍璧、黄琮、青圭、赤璋之、白琥、玄璜，以及《礼记》中所规定天子佩白玉、公侯佩
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等，皆为古代对玉色的典型用例。
根据我国的传统概念，在所谓“千样玛瑙万种玉”当中，普遍的看法都是：白者以白玉为最尊，绿者
以翡翠为最贵，红者以珊瑚为最美，蓝者以青金为最佳。
其他各色虽千差万别，一般都在此四者之下。
玉色观念在我国历史上沿袭时间很长。
各朝代大多都用有色玉石来装饰宫室、舆服、车马、仪仗等，并以此来标志官员的品级。
玉色具有名副其实的政治色彩。
如清代编撰的文献《会典图考》就规定：“皇帝朝珠杂饰，惟天坛用青金石，地坛用密珀，日坛用珊
瑚，月坛用绿松石。
”这些都是以玉色来类形喻义的例子。
在封建制度之中，大凡涉及用玉之处，上对天地日月，下对官宦臣民，都必须依此制度。
浏览一下明清故宫，其雕梁画栋、庭堂藻井、飞檐角拱、甬道长廊，真是缤纷五彩、堂皇富丽。
但细细分析一下，尽管王家气派万千色彩，原来也是以青金之蓝、珊瑚之红与绿松之绿三色为主。
这三种玉宝之色构成了中国古代宫廷色彩的三元色。
这三种宝石色和其他各种玉石的色彩所形成的宫廷风格，应为典型的中华民族色彩，在中国文化艺术
传统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中国的古文字，往往一字多义。
一个“玉”字，按传统和习惯的用法，是包含了玉石和玉器两个方面的概念。
玉石是未经雕琢的原料，玉器则为已经琢磨而成的器物。
这两个概念照理是不可混同的，但在古籍之中，却大多是用一个“玉”字概括之。
说玉石是它，说玉器也是它。
器玉同称这种现象跟古人对玉崇拜的起因和心理有关。
玉为人间所爱，首先就在于它的优良品质。
无论琢磨也好，不琢磨也好，发挥作用的是其美质，被突出的也是其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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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在江海职业技术学院“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讲授《中国玉文化》课程时，萌生撰写《中国的玉
文化》心愿的。
这一课题受到了学院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并列入了本院的科研资助项目。
目前，国内凡是有珠宝专业的高校，都在根据各自的条件选择与安排玉器方面的课程。
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中国的玉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的人身装饰。
玉器的最初用途、品种以及由之形成的概念原本就来自于玉石饰品。
珠宝首饰的全部历史和人文知识囊括于中国玉文化理论范畴之中。
从一枚原始人的玉石挂坠发展到历代帝王将相的冠冕礼服，以至今天的国家仪仗、军容军貌、各类公
务人员的徽记标志等等，竞无一不是首饰文化的滥觞与传衍。
特别是这当中所涉及的与国家政治紧密关联，更是现今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
中国自古号称“龙的传人”，而且世代相传“玉的文化”。
中国的宝玉不仅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符号，而且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像这样既承载着如此丰富的文明积淀，又始终处于东方艺术的峰巅，而且
辉映得如此灿烂与夺目的文明载体，确是非常难得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提供一部既有一定科研价值而又比较通俗的专业读本，系统地宣讲与传授中国
玉和珠宝首饰的关系、珠宝玉石门类的历史渊源和近现代科学理论、珠宝首饰在政治史论、社会礼俗
、考古文博、地质矿产、创作设计以及经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不但对专攻珠宝专业的在校
学生，而且对全国珠宝首饰行业的生产者、开发者、研究者、支持者、收藏者与爱好者，无疑都将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大型出版项目《中国读本》的选题提供了极好机会，使得
《中国的玉文化》得以顺利刊行。
这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回忆既往的历程，从我下决心选择研究“中国玉文化”这个课题开始，至今不觉走过了将近30个春秋
。
其间虽历尽坎坷，然始终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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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玉文化》：中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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