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玉辨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古玉辨伪>>

13位ISBN编号：9787533929152

10位ISBN编号：7533929152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杨伯达

页数：2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玉辨伪>>

前言

　　在我国文博界、收藏家的头上始终旋转着一个魔圈，千余年来，它像乌云压顶般地折磨着众人的
头脑和眼睛，这个魔圈就是古玉造伪术及其历代伪古。
怎样击破这个魔圈？
我认为就是要掌握真正的伪古玉，用解剖刀剖析其作伪的伎俩和土方，识破伪古的真面目。
真正的伪古玉在哪里？
怎样掌握其作伪的伎俩和土方？
为此，我寻觅了二十余年，终于找到了藏匿于故宫博物院玉器库的白玉双童耳杯，在它的底下有一本
小小的紫檀木面的小册页，内中有董诰敬书写的御制文《玉杯记》。
通读御制文便知，此杯是玉工姚宗仁的祖父所制，约在康熙晚期，“以琥珀滋涂而渍之”，使琥珀粉
粘贴在器表上，形成红黄色人工沁。
这样，两百余年前康熙晚期苏州姚氏以琥珀渍烤的伪沁工艺便暴露在我们眼前，由此可以识破一批伪
古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此白玉双童耳杯不仅实物存在，还有特殊包装，尤其是御制文《玉杯记》提供了
伪沁秘方。
这是一件铁证如山的曾经骗过乾隆帝的苏州伪古玉，足可称为古玉辨伪活化石。
此一发现让我精神焕发、信心大振。
此后便注意寻找辨伪活化石，同时也认真、广泛地搜集古玉辨伪文献，进行综合研究。
此时，在我头上的魔圈已被粉碎，为鉴定研究传世古玉排除了障碍、扫清了道路。
我认为我所积累的二十余年的经验和成果适用于博物馆、收藏家的辨伪工作，是有着客观性、科学性
、规律性的辨证方法，可以推广，变为大家的集体财富。
在此，我从宏观、微观、技能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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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
作者以开放的姿态，传授了多年研究古玉辨伪之独门秘籍。
    在本书，作者从宏观篇、微观篇、技能篇三方落墨，从中国玉器发展史着眼，潜心解读古人文献，
总结辨伪经验，举一反三，温故知新，以期解开古玉辨伪混沌多年之命门。
    在书中，作者将精心收集的九十九件不同时期的赝古活化石和盘托出，逐一揭露作伪伎俩，与其他
近两百件各朝代标准器相对应，相信读者在享受视觉盛宴、掌握辨伪方法之后，能够从容面对“捡漏
”的诱惑，走上科学辨伪之路，减少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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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宏观篇　古玉辨伪是独立的经验辨证系统　　第一章　中国玉文化学　　中国玉文化学是一门从
文化学角度来梳理长达万余年古玉器史的崭新学科，是阐明玉文化基因及其古玉社会功能、艺术特色
及其玉器形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的学科，也是一门融会多种学科的综合学术体系。
中国玉文化学是古玉辨伪时必须首先掌握的宏观知识。
　　中国玉文化学涉及古玉辨伪的宏观课题，包括中国玉文化基因、中国玉文化史论、史前玉文化巫
·玉·神模式论、史前玉文化板块论、玉宝物观、玉瑞器分化论、玉德论、玉器艺术方法论、玉器时
代风格论等。
在此，我着重就与古玉辨伪有联系的几个课题作扼要介绍。
　　中国玉文化基因　　中国玉器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地发展，是受其文化基因支撑的。
　　玉文化基因首先来自玉。
远古人在取玉打造、使用工具的过程中，对玉的质地、色正、油光等物理性能逐渐认识和积累，并引
起美的感受，便取之用以制造装饰用器。
这种由个体行为走上群体意识的行为，无外乎实用与美观这两个要素的推动，当然也离不开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客观需求。
对此，我们仅就一种能够事神、通神的人物——巫，来略作说明。
在我国东部地区，在距今5000年之前，巫以玉事神的事实已由东部九省区史前遗址出土玉器证实，并
在距今4500－4000年时期，从我国东部地区扩散到各地。
这是玉从美学基因升华到神学层面，从矿物性、物理性上升为文化性、观念性的崭新阶段。
而在这一阶段，这种现象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并无存在的普遍性。
相信在那个时期，巫以玉事神已贯穿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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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玉种类很多，收藏者识别有较大难度。
看一件古玉是断定玉时代的重要依据。
本书从中国玉器发展史着眼，潜心解读古人文献，总结辨伪经验，举一反三，温故知新，以期解开古
玉辨伪混沌多年之命门，介绍了古玉的相关知识，并分时期对古玉的真伪特征、识别方法、古玉鉴定
的一般方法，作者以开放的姿态，传授了多年研究古玉辨伪之独门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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