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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几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间收藏活动十分活跃，特别是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出现，
为我国民间收藏活动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新的交易方式。
现代艺术品收藏活动的本质是利用社会公认的艺术收藏品作为媒介的投资理财活动。
艺术收藏品一般都具有稀少性（甚至是唯一性）、历史性、资料性、资源性、艺术性、社会认同性和
高价值。
因此，能成为现代艺术收藏品的，都应当具备上述种种特性。
过去很少有人认为是文化艺术品的明清硬木家具，正是具备了上述种种特性，在现代的条件下成为最
热门收藏品类。
但一般家具，也正因为缺少上述一些特性，故不能成为艺术收藏品。
艺术品收藏最核心的问题是识别真假和价值评估，这也是广大收藏爱好者最关心的问题。
凡见过鉴定专家鉴宝的人，莫不为专家慧眼识真伪的能力所折服，认为他们有鉴宝秘诀。
其实鉴宝秘诀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说有，是说专家的确实有过人经验和眼力，所以在鉴宝的瞬间能想到常人所想不到、能看到常人看不
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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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藏文化艺术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其意义不仅仅是保值、增值，更重要的是收藏了民族的文化
、民族的精神⋯⋯使其流传千古，激励我们奋发图强。
    艺术品收藏，历来是以探源、断代、辨伪、品评为出发点的，收藏者需要立足于一个知识平台上，
才能大显身手。
本丛书的出版，正基于这一个目的。
　　鉴赏古玉器的基本方法：一是以科学发掘的出土玉器为标准器；二是以历史学、艺术史学成果系
统地整理出的传世玉器为标准器；三是适当地运用科技手段进行检测。
　　本书全方位介绍古玉器的鉴赏知识，把标准玉器按年代排列，使读者对历代玉器的用料、形制、
纹饰、品种、做工等都能了如指掌，助你从容走进古玉器鉴赏和收藏的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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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南泉：男，汉族，1936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市。
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社会兼职有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暨玉器鉴定组组长、中国收藏家协会
鉴定委员会常委⋯⋯
　　196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后供职于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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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古人按和田玉料产出的形态，分为籽料、山流水料和山料三种基本类型，这种分类还有把玉器
材质进行分档次的用途，如一件用籽料制作的玉器，通常要比一件用山料制作的玉器档次高。
（1）籽料玉原产地是在高山的矿床中，表层矿床因自然风化而破裂破碎了，又被冰川、泥石流、河
水不断冲刷等原因被逐渐冲到河床的下游，由于长期处于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玉石上的石质部位、有
绺裂的部位、尖锐突出的部位⋯⋯都逐渐破碎了，玉石块变为鹅卵石状，表面光滑，形状各异，大小
不一，玉质更纯了。
这就是籽玉.采集方法是“捞玉”。
籽玉是最佳的玉料，因长期被氧化、受浸等诸多原因，籽玉表皮颜色与内部颜色不同。
一般以籽玉外皮颜色命名，表皮为白色者，叫“光白籽”；黑皮者，名“黑皮籽玉”；虎皮色者，名
“虎皮子”；枣色者，名“枣皮子”，等等。
籽玉的玉质很好，内部质量好把握，材料利用率较高。
（二）山流水料山流水料形成的原因与籽玉相同，只是在自然环境中受风化时间还不够长，尚未完全
变成籽玉，材质在籽玉与山料玉之间，也是一种优良料种。
采集方法也是“捞玉”。
（3）山料山料，是指从矿床中开采出来的软玉矿石，山料的形状与开采方法有关，大多数呈不规则
块状，大小不一，表面较粗糙，断口不齐，又叫碴子玉，其材质分为白玉、青白玉等。
山料是原生软玉矿石，因没有经过自然风化的筛选，玉质和石质仍混杂在一起，故质地远远不如籽玉
，也不如山流水玉。
古代称矿井为坑，不同矿井产出的玉料，又叫“xx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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