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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殷商玉器鉴赏与辨伪图典——殷商玉器研究与探索》是笔者关于殷墟玉器“三部曲”的第二部
，第一涪B缀商玉器收藏与研究》已于2004年出版，计划中的第三部《殷商玉器探索与发现》已列入笔
者有生之年的愿景。
    《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研究与探索》、《探索与发现》是笔者一生的追求与实践。
如果说第一部《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是笔者收藏的殷商玉器的展示和解说，那么本书则是对殷商玉
器较深层次的研究与探索。
    殷商玉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盛世王朝的国家产物，无论是玉器原材料的获得还是生
产制作、分配使用，无不由国家指派专人负责组织。
殷商王朝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新疆和田玉，开拓了从位于中原的安阳到新疆和田的玉石之路。
现在这两地间高速公路里程是近4000公里，3200年前辗转曲折应有万里距离！
路途的艰难险阻难以想象，无怪乎古人唏嘘：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至！
殷商王朝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使这一世界史上罕见的万里人工运输成为可能。
这个史实的结果，是新疆和田玉成为殷商王朝玉器制作的主要原材料，精雕细琢的殷商玉器成为殷商
王朝无比珍贵的国宝，祭祀中可以杀殉十人、百人、十牛、百牛甚至千牛，但使用玉器却极少超过两
件！
自殷商王朝起始，新疆和田玉以其温润、细腻、坚硬成为历代王朝玉器的首选玉材，至今令人爱不释
手。
    各种文物艺术品，无一例外地忠实反映了其产生年代的历史背景，深深地留下时代烙印。
殷商玉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与殷商王朝强大的国势密不可分。
本书所展示的殷商玉器，大部分是殷商晚期的，约为帝乙和帝辛时代(断代依据详见本书其他章节)。
其时正是殷商王朝空前鼎盛的日寸期。
这里不能不提到殷商王朝的最后—位帝王——帝辛，帝辛是纣王的庙号，纣王是后世给他强加的贬义
称呼。
《史记》等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记载表明，帝辛王喜爱玉器，西周灭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
忘佩挂上他心爱的500件玉器自焚而亡！
帝辛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盛世王朝的最后一王，也是一位生死与玉相随的帝王！
    本书所有殷商玉器的照'片，都配发了电子显微镜照片。
借助电子显微镜，剖析研究的结果将尽量清晰地展现出来。
    为节约篇幅，书中关于殷商玉器的文字介绍，尤其是共性部分，不一一详细介绍，仅在这里重点说
明如下：    众所周知，辨别古玉真赝的方法、方式很多，但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还是离不开放大
镜甚至显微镜。
这是辨别殷商玉器(包括其他高古玉)真假的不二利器，因为收藏者依靠手中30倍以上的放大镜，很轻
易地发现造假者不可能高仿出的殷商古玉的细微之处，如：解玉砂砣刻痕迹深浅不一、长短不一、粗
细不一、没有轨迹不变的平行线、纹饰交接处分界明显等等；微小而形状复杂的侵蚀坑洼、绺裂，是
千百年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然；褪色的朱砂红遗留，有时候轻轻挑开覆盖在朱砂红表面的泥土，会
发现它比暴露的朱砂红颜色鲜艳；遗留在刻痕、绺裂、侵蚀坑洼中的青铜器绿色锈迹(仅青铜时代的古
玉才有，这是因为青铜器往往和殷商玉器一起陪葬，千百年的水沁土埋，青铜锈会附着在玉器的表面
，和玉器表面结晶钙化的墓土一样，这些青铜器锈色附着得也极其“结实”)：遍布表面的“出灰”(
出灰是古玉常见的现象，但绝不是判断古玉真赝的先决条件。
因为玉材料经过千百年埋藏也会出兹，这些玉材经过切削加工，极可能只有部分地方出灰，不像真古
玉，“全身”都会出灰)，甚至可以发现出灰与朱砂红、青铜器锈色交叉、重叠、混合的奇特现象；真
殷商玉器上微小的、不可高仿的、形状复杂多变的绺裂切割覆盖了砣刻痕迹。
这些自然的绺裂，是数千年埋藏自然形成的，那些利用刀具人工刻划的“绺裂”，粗细一致，深浅一
致，更不可能有自然绺裂的复杂外观，如分枝、断裂、粗细、深浅突变等自然现象，也不会有微小、
浅显的绺裂切割、覆盖砣刻痕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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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格外注意：有些高仿古玉利用原材料上的原有绺裂，造出绺裂“切割”砣刻痕迹的假象。
这些假象的特征是：绺裂较深。
仔细观察，是砣刻痕迹切割了绺裂痕，即砣绺裂在先，刻痕迹在后。
另一种现象是绺裂较浅，后期的砣刻痕迹切割、断开了绺裂痕，这两种现象都是古玉新工的典型表现
。
    沁色是高古玉的普遍现象，真正的沁色是古玉经过千百年土埋水沁和所埋藏的环境不同的土壤成分
发生化学变化的结果。
完全是没有规律的无序、随机变化。
放大镜下，可见沁色层次丰富多变，有的已沁入玉里，有的正在逐步进入玉料，且沁色形状复杂多变
、深浅多变、颜色多变；在极小的范围里可见沁色中有完好的玉质显现，在完好的玉质中也有明显的
沁色出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
显然，在极小的、肉眼几乎无法辨别的范围里做到上述沁色的表现形式，是任何高仿技术无法企及的
。
    残破、损毁是古玉的又一特征。
当然，严重的残破、损毁会大大影响古玉的价值。
但是，绝大部分的高古玉都或多或少有残损、“外伤”，只是程度不同。
本书所收录的绝大部分殷商玉器品相极好，但是在放大镜、显微镜下，却有很多都是用肉眼难以察觉
的“外伤”，这是因为几千年的土埋水沁，地温、地压都可能造成玉器外表尤其是棱角、边缘的微小
“外伤”。
仔细观察，可见几乎每一件殷商玉器的砣刻痕迹边缘(纹饰阴线边缘)、棱角等都有被“磨光”、圆润
、有微小“外伤”——侵蚀坑洼等现象，这些普遍存在的(书中的显微镜图片可见：每件都有)，肉眼
难以察觉的现象，显然也是难以高仿的。
这是古玉历经千百年的沧桑留下的身份证明！
    殷商玉器材质绝大部分是新疆和田玉。
劣质的低仿品很少用和田玉制作殷商玉器，但价值高昂的高仿品也有用真正的和田玉加工的，甚至用
出土的殷商玉材料高仿，笔者曾经发现此类高仿品。
由于是真正的和田玉，又是真正的殷商玉材料，因此，无论是侵蚀坑洼(只有一面或局部)，还是绺裂(
后刻痕迹切割绺裂)，或者是沁色(只有一面或局部)、砣刻痕迹(有电动初期加工痕迹，后期手工加工
痕迹与殷商原始加工痕迹区别极大)，由于对殷商玉器的理解较深，这类高仿品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
地步。
但是，使用高倍放大镜综合上述各项观察，还会使其原形毕露。
不过，这类高仿品出现极少，可能是因为现存出土的殷商玉材料的来源也极少的原因。
    如上所述，32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为我们留下的文献记载、历史痕迹实在太少。
尽管通过不到百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殷商文物：上万件青铜器、15万片甲骨文、2000多件殷商
玉器⋯⋯但是，笔者认为，一百多年来，对殷商文明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理想境界。
殷商文明的神秘面纱仅仅揭开了一角！
就殷商玉器来说，就有很多未解之谜。
解玉砂砣刻工艺，仅仅停留在“推测”，没有出土文物证据，尽管“推测”几乎无懈可击。
    本书有几件殷商玉器，表面出现了直径不到一毫米的圆圈。
这些圆圈笔者数十年来都没有发现，只是这次系统地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并在大屏幕显示器上才发现。
这些规范的圆圈是什么含义？
最不可思议的是，其中一个最规整的圆圈直径0．7毫米，出现在殷商王者的身上，是否有着特殊的含
义？
    殷商玉器早中期和晚期有很多区别，如纹饰双阴线和单阴线的不同、抽象和具象的不同、宗教精神
内涵的不同。
殷商玉器对两周玉器的影响，殷商玉器与红山、良渚、三星堆、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传承、融
合，这些都缺乏学术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实物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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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殷商玉器在内的高古玉辨伪，是每一个古玉收藏家都会遇到的首要问题。
多年来，有关古玉的辨伪知识和方法的书籍汗牛充栋。
笔者认为，丰富的古玉收藏实战经验极为重要。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多上手古玉，多用放大镜仔细观察。
  本书所有殷商玉器，多数都是笔者传承祖辈的珍藏，数十年来与这些玉器朝夕相处，心得体会、陋
识拙见都见诸本书及其他拙著。
本书揭示的殷商玉器，很多都是孤品，相信随着年年、月月都在进行的殷商考古发掘，会有类似甚至
相同的殷商玉器打破这些孤品的记录，因为殷商王朝所生产的玉器数量庞大，程序化的流水生产必然
有重复的品类，这一点已经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期望本书的出版，能为高古玉收藏者提供些微帮助。
    本书中殷商玉器的照片和电子显微镜图片均为笔者亲手拍摄、制作，常帅参与了电子显微镜的操作
。
这些图片虽不具专业水准，但确保忠于所见所得，没有加工。
    本书第二作者常晓禹是笔者的小儿子，也是笔者创建的“安阳殷畿艺术博物馆”的副馆长。
    是为序。
    常庆林    2011年8月于安阳殷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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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殷商玉器的相关问题，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试论殷商玉器”主要涉及到殷商玉器的
一些基础知识；中编“殷商玉器辨伪”，着重论述殷商玉器辨伪的一些要点，从纹饰、砣刻工艺、抛
光工艺、沁色、包浆、绺裂等方面展开：下编“殷商玉器鉴定实例”列出了作者自己珍藏并拍摄的殷
商玉器实物及电子显微镜下的玉器细部，列举出殷商玉器实物的众多典型特征，为殷商玉器辨伪提供
了令人信服的实物依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殷商玉器鉴赏与辨伪图典>>

作者简介

　　常庆林，安阳人，自幼受父辈影响，深爱故乡古老的殷商文化，数十年收藏、研究父辈遗存的殷
商玉器。
先后有《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殷墟玉器》等专著问世，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殷商玉器和高古玉的
论文和文章。
现为北京文博学院古玉系教授、河南省卉玩商会副会长、河南省古玩商会鉴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河
南电视台《华豫之门》和《大河报》鉴宝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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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试论殷商玉器
一、殷商玉器最早大规模使用了新疆和田玉材
二、殷商玉器是最早的王室“御制”品
三、殷商出现了最早的“俏色”器
四、殷商最早出现了大量玉圆雕
五、殷商最早出现了大量写实性动物形玉器
六、殷商最早出现了较多玉人
七、殷商最早出现了许多形态各异的玉龙
八、殷商最早使用了青铜砣具和钻具
九、殷商最早采用有计划的“下料”工序
十、殷商最早出现用两种玉材镶嵌的玉器作品
十一、殷商最早出现金属与玉材镶嵌的作品
十二、殷商玉器最令人称道的是器物的艺术性和神秘性
十三、殷商玉器比红山玉器、良渚玉器的出土、传世数量都要少得多
十四、殷商玉刻刀既是佩系的玉装饰品，又是实用的工具，还是身份的象征
中编 殷商玉器辨伪
一、殷商玉器辨伪要点
二、殷商玉器早晚期的分期研究及辨伪
三、殷商玉器纹饰的分期研究及辨伪
四、殷商玉器砣刻工艺的分期研究及辨伪
五、殷商玉器抛光工艺的研究及辨伪
六、殷商玉器的沁色、包浆、绺裂、侵蚀坑、附着物辨伪
下编 殷商玉器鉴定实例
殷商玉祖先神像
殷商玉商王立像
殷商圆雕裙装双手抱胸玉立人
殷商玉商王全身像
殷商玉商王头像
殷商类三星堆玉人头像
殷商圆雕露背装玉跪人像
殷商圆雕玉跪人像
殷商圆雕裙装玉立人像
殷商高发髻蹲踞玉人像
殷商平雕蹲踞玉男贞人像
殷商平雕蹲踞玉女贞人像
殷商蹲踞玉贞人
殷商平雕玉跪人像
殷商席地玉坐人像
殷商裤装玉立人像
殷商下卷发髻蹲踞玉人像
殷商戴冠蹲踞玉人像
殷商平顶冠蹲踞玉人像
殷商戴冠玉鹦鹉之一
殷商戴冠玉鹦鹉之二
殷商戴冠玉鹦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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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玉玄鸟——鸱鹗——猫头鹰
⋯⋯
附录：殷商玉玄鸟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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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人是万物之灵。
古往今来的艺术品中，人像作品虽然不计其数，但这些艺术品中的玉人，因出现年代早、数量稀少、
内涵丰富而备受关注。
中国古代玉人出土品和传世品的数量都很少，其中主要是平雕，有少数为圆雕。
由于古代玉人身上承载的远古信息相当丰富，使玉人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显然超过同期的其他
玉器，如玉礼器、玉肖生动物等。
这是因为写实性玉人不仅对研究当时人类的种族、遗传、进化有很大的参考意义，通过玉人的衣着、
姿态，还可以间接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宗教礼仪以及社会地位等。
另外，玉人的艺术性远比其他玉器种类高得多。
相应地，对砣刻玉人的工艺要求很高，不仅要求玉工具有很高的造型能力，能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身
躯比例、神情姿态、衣着打扮等，更要能将人物的神情姿态刻画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这就不是那
么容易了。
玉人最直接地反映了古人的艺术审美意识。
玉人是最珍贵的古玉。
殷商玉人在当时的玉器中也是非常珍贵的，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1.商代玉人存世极罕目前所知
，商代玉人在殷墟出土玉器中，以“妇好”墓出土最多，包括石人在内有十几个。
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殷墟发掘的商墓达数千座，但玉人极少被发现，商代玉人的数量之
少，可见一斑。
2.商代玉贞人与玉鹦鹉、玉龙的宗教意义商代玉人有着深奥的文化内涵，这表现在玉人有不同的姿态
，不同的衣饰、发式、表情等方面。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殷商玉器鉴赏与辨伪图典>>

编辑推荐

《殷商玉器鉴赏与辨伪图典:殷商玉器研究与探索》是笔者关于殷墟玉器“三部曲”的第二部，如果说
第一部《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是笔者收藏的殷商玉器的展示和解说，那么《殷商玉器鉴赏与辨伪图
典:殷商玉器研究与探索》则是对殷商玉器较深层次的研究与探索。
《殷商玉器鉴赏与辨伪图典:殷商玉器研究与探索》中所刊殷商玉器多数是笔者传承祖辈的珍藏，现藏
于笔者创建的、经文物部门批准的安阳殷畿艺术博物馆。
图片也是笔者亲手拍摄、制作，确保真实，可为古玉收藏爱好者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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