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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中国玉器收藏的时代划分区域很强，只有很少的实力派收藏者可以做到通吃，一般都是
有重点地按照时代特征进行收藏。
从总体人数的划分来看，以收藏明清时期玉器的人数最多，中古玉（唐、宋、辽、金、元玉器）次之
，而收藏三代高古玉（史前、夏、商、周玉器）的人数最少，原因在于玉器的制作年代越久远，所要
表达的审美语言越有隔膜。
就像我们现在读古文，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阅读明清时期的古典小说没有太大的问题；阅读唐宋话本可
能就会感到有些语言上的障碍；如果再上溯到汉赋、《诗经》《尚书》乃至甲骨文、金文，阅读起来
就更加困难，甚至完全不知所云，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在上古汉语和古文字专业下过工夫，这就是明清
古典小说的普及程度要远远高于上古文献的主要原因。
玉器收藏人群的分布状况也是这样，正是由于审美语言最接近、质地质量最完美、制作水平最精细，
所以绝大多数收藏者兴趣都在明清，特别是清代中期这一时期内，涉足中古玉的人数相对稀少， 高古
玉的收藏者微乎其微。
因此，在对玉器的普遍特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清中期玉器的收藏特征，对于指导各种实力收
藏者的收藏行为，就显得尤其必要。
　　在我周围，有很多钟情甚至痴迷于清代玉器的收藏者，他们往往拿来藏品请我鉴定，基本上只围
绕着一个焦点进行，就是想确认是不是清中期的藏品。
从言谈话语中，我感到他们对清中期玉器概念的理解中存在着很多误区：比如误以为清中期玉器的玉
质一定很好，而将玉质不好的中期作品降格为晚期或民国；也有的人以为清中期玉器的雕工都好，而
把清晚期甚至民国时期的精品提升到了清中期 。
这些由于概念的混淆而带来的断代失误，对于初涉收藏的人来说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对于具有一定藏
品规模和收藏实力的人来说，则是致命的。
在错误概念的指导下，藏品整体质量的逆向倾斜最终会导致收藏、投资不同程度的失败，更重要的是
放弃或错过某种收藏机遇。
　　玉器的鉴定一定要在&ldquo;实&rdquo;与&ldquo;虚&rdquo;有机结合的前提下进行，所谓&ldquo;
实&rdquo;，就是对藏品进行实物特征的判断，通过对刀法、纹饰、材质、沁色等现实存在进行客观的
观察，归纳出感性上的判断依据，这种直观的目鉴，也是广大收藏爱好者孜孜以求的鉴定技术。
当代的瓷、玉鉴定技术与 20 世纪相比，有了质的飞跃，除了不断推出的精密鉴定仪器可以利用外， 
许多鉴定者还懂得了从历史的着眼点上分析、推断藏品存在的合理性，而不再是简单地通过实物表象
来进行真伪或断代判断，这是鉴定中&ldquo;虚&rdquo;的一面，也是理性分析的一面。
如果能从制作时代的历史还原来审视藏品，就可以使许多目鉴中的盲点都能在这一环节中得到清晰的
展示。
比如我们对于清中期玉器的认识，如果不了解清高宗乾隆皇帝对玉器纹样由提倡到厌恶的历史全过程
，就难以从看似繁缛精细的设计中，区别出真正的乾隆工；同样，也很难把痕都斯坦玉器与扬州仿痕
玉器加以区别。
所以，对于炙手可热的清中期玉器，虚、实两种鉴定都是必不可少的正确途径，偏废了任何一个方面
，都不是完整的鉴定技术，都有可能使既有的鉴定技术出现盲区，这也是我一生从事古玉器鉴定的切
肤感受。
　　在好友王大鸣先生的建议下，我写了这本关于清中期玉器收藏特征研究的专题论述，以切合大众
收藏玉器的实际等级为轴心，结合我多年从事明清玉器鉴定的心得，从10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玉器收
藏特征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希望能为我周围及更多收藏清中期玉器的朋友提供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字帮
助。
　　张兰香2011年岁杪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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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中期玉器收藏与鉴赏》以专业精准的严谨态度只撷取清中期的玉器作为研究对象，全书从十
个方面论述了清中期玉器的制作工艺、鉴定方法以及投资市场等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作者以大量鉴定实例从各个方面对清中期玉器收藏特征进行了研究性的专题论述，解
决了清中期玉器鉴定与断代的一些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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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兰香，1952年出生于上海，大学学历，文博副研究员，高级经济师。

　　从事文博鉴定工作三十余年，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宝玉石协会理事、美国珠宝学院
会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上海古玩艺术品鉴定中心鉴定师，并获得美国珠宝学院钻石鉴定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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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有：《古今说玉》、《张兰香谈珠宝玉器》、《张兰香说玉器》、《张兰香说玉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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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玉器雕工的特征 在大部分非专业的清代玉器收藏者看来，凡是具有清代特征的、
琢制精美细致的玉器，都应该是清中期或乾隆时期的作品；而把那些制作比较粗糙的玉器基本上都划
归到清晚期或民国时期。
在这种观点支持下所收藏的清代玉器，一定会出现断代上的混乱，以至于用清中期玉器的高价购藏非
清中期玉器。
 清中期玉器是整个玉器制造史上的巅峰，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对具有清中期治玉特征的玉器观
察结果来看，清中期玉器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质量：一种是清廷的御用玉器。
这种玉器的制作来源主要是北京清官养心殿造办处玉作和如意馆、苏州专诸巷以及江宁、杭州、扬州
、长芦等地的织造玉作，所贡御用玉器其实就相当于瓷器中的官窑，质量上乘，代表了清中期玉器制
作的最高水平；另一种是御用器之外的商品玉器，这种商品玉器的工艺质量良莠不齐，我们在对民间
收藏的具有比较鲜明清中期琢玉特征的作品的观察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做工一般乃至粗糙的玉件。
这些玉件从所施用的刀法、光工以及局部处理的习惯动作上看，应该排除是乾隆早期或嘉庆晚期之外
的作品，这就是说，清代玉器的断代依据，不能仅依靠玉器所表现出的精细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要以
玉器表面的工艺特征作为断代标准。
 劣质玉器雕工出现的原因 在乾隆时期，由于新疆和阗玉玉材内运的渠道通畅，每年分春秋两季由和
阗向朝廷贡玉2000千克，虽然朝廷曾明令禁止民间私自采运，但是不能产生明显的法律效力，仍有大
量的和阗玉运至内地，导致了和阗玉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
为了满足市场的商业需求，各地玉作坊加快制作速度，这就直接导致成品玉器质量的迅速下降，甚至
出现许多粗制滥造的玉件流传。
这路藏品在民间蛰伏的数量很大，有不少长期被视为清晚期或民国时期的作品而受到轻视，至今不能
得到正本清源。
如果说逛古玩店有“漏”可捡的话，那么这应该就是其中的一种比较好捡的“漏”。
 其实，即使是乾隆的宫廷御用玉器，也同样存在着制作粗粝的问题，只是“粗粝”与“精细”的标准
不同，认识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我们今天所见故宫藏清代玉器，几乎都是精美绝伦的重器，找不到任何琢制上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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