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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所说的装饰品仅限于人体身上戴的、挂的、套的、插的、坠的以及在衣服上穿缀的等等，总
之是与人的身体密切相关的。
不是指一般性的装饰品，比如房屋里的或作摆设的装饰品就不包括在内。
日本人叫做装身具可能更确切一些。
人类天生有爱美之心，所以从很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一两万年）起，就开始用美丽的贝珠
等挂在颈上或戴在头上。
其中有些除了觉得美丽以外，还可能有护身符的意义。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装饰品的种类、材质和加工技术不断有所发展，装饰品的功能也不断发生变化
。
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逐渐形成不同风格的传统，这使得装饰品的研究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内容而为广大
公众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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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通过以上对西北地区三个时代装饰品种类构成比率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推移，装饰品
的构成主体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仰韶文化时期占据绝对优势的环形装饰品到了青铜时代发生
较大的变化，其比例从占装饰品总量7成以上的绝对主体因素，减少到3成以下，显示了青铜时代人们
在装饰品种类的选择上放弃使用环饰的状况。
然而这一状况在同样是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虽然环饰比例略有下降，但是仍占到6成以上的高
比例，装饰品的总体构成比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耳饰也显示了同样的变化趋势，即在新石器时代的两个阶段耳饰分别占22％和19％，然而到了青铜时
代则大幅上升到30％的高比例，显示耳饰随时代推移逐渐流行的上升趋势，而最应该注意的是串饰的
变化，从仰韶文化仅占不到1％到龙山文化时期的5％，再到青铜时代的36％，并成为这一时期装饰品
构成的主体要素，显示着串饰在时代变迁过程中的流行趋势，反映了青铜时代人们与钟情环饰的新石
器时代人们相比，更加喜欢组合多变的串饰。
佩饰虽然是最早出现佩带也最普遍的装饰品，然而在西北地区与其它种类相比并不盛行，三个时期都
仅占极少量的比率。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说西北地区装饰品种类构成的差异与其说是在三个不同时期的转换之间，不如说
是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差异，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显示了更多的相似性，然而这一点在进入
青铜时代后发生本质的变化，即从环饰到串饰的根本转变（图10：西北地区装饰品种类的构成比及时
代变迁）。
2、材质构成比及时代变迁今天的人们在选择装饰品时不仅重视其种类、形态，更重视装饰品的质地
和材质，使用什么样的材质来制作装饰品不像日常生活用品那样以实用为选择基准，还必须重视其外
在形态的美观、颜色，并符合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审美的情趣。
因而装饰品的材质也是我们在研究装饰品时不能忽视的方面。
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一夏商时期的装饰品材质大约由陶质、玉石质、骨质、蚌贝螺质和金属质组成，
还有一些遗址出土少量的玛瑙、珍珠，而出土量较多的绿松石则纳入玉石质一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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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装饰品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是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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