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唐玉带］

隋朝时间较短
，

玉器也并
不多见于世

。

不过
，

陕西西安李
静训墓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
器

，

其中就有一款白玉钗
，

它是
迄今为止出土年代最早的玉
钗

。

早期用于固定发型的玉制
器物是玉箍

，

它可以把头发箍
在一起

，

高耸在头顶
。

随后又出
现了笄

、

簪
、

钗等饰品
，

它们都
可以用于固定发型

，

区别在于
笄

、

簪是单的
，

而钗是双的
。

也
有学者认为

，

从簪到钗的分化
，

即由单到双的演化
，

源自于中
国古典的对称美

。

玉带并不是唐代独有的玉
器

，

早在周代就已经出现
，

不过
在唐代佩戴玉带成为一种国制

并确定下来
。

文献中记载
，

玉带
制度始于唐高祖李渊时期

，《

唐
实录

》

记载
：“

高祖始定腰带之
制

，

自天子以至诸侯
、

王
、

公
、

卿
、

相
，

三品以上许用玉带
。 ”

唐
代大将军李靖由于战功卓著

，

高祖李渊就曾奖励他白玉带一
条

，

这在
《

新唐书
》

中也有记载
。

这条白玉带由
13

块白玉板构
成

，

7

块方的
，

6

块半圆的
，

用金
属固定在皮带上

。

此外
，

这条玉
带上还挂了一个环

，

用于佩戴
常用物品

“

火鉴
”

等物
，

即打火
机等

。

文献中记载
，

腰带的等级
规定非常严格

。

首先
，

腰带的
底色以紫色为尊

；

其次
，

用料
以玉为最高

，

次之为金
、

银等
金属

；

第三
，

按照官职高低
，

玉从
13

块到
7

块不等
。

从唐
代开始

，

玉带的功能性减少
，

开始成为等级制度的象征
。

［辽代臂鞲］

辽金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

权
，

所以在辽金的玉器中
，

动物
的形象非常多

。

比如鸳鸯
，

辽金
玉器用它来表示爱情

。

此外
，

辽
代有很多特殊的玉器

，

比如臂
鞲

，

它只存在于辽代
。

它的外形
很奇特

，

呈瓦片状
，

所以在早期
的出土报告中被命名为瓦状玉
饰件

。

其实
，

它是训练鹰的一种
装备

，

把它固定在臂上
，

鹰站在
上面可以防止人的胳膊被鹰爪
抓伤

。 《

说文
》

中解释
：“

鞲

，

臂衣
也

。 ”

原指射箭时用来保护左臂
的护套

，

通常是皮革制成的
。

而
玉臂

鞲

因为比较少见
，

被有些
收藏者误认为殓葬时的面具

，

其实
，

辽代的葬制多用金属面
具覆盖在死者脸上

。

玉臂
鞲

一
般都是素器

，

没有纹饰
。

［春水秋山］

金代玉器与辽代玉器较为
类似

，

不过
，

金代玉器中有一类
比较典型

，

即春水秋山玉
。

它们
是装饰玉的一种

，

春水玉刻的
图案是海冬青

(

鹘
)

猎捕天鹅时

的场景
，

海冬青因为体型较小
，

所以猎捕天鹅时
，

它在空中专
门袭击天鹅的头部

，

并用力向
下按

。

所以
，

春水玉中雕刻的天
鹅头部都是向下的

。

秋山玉讲
的是秋天猎虎

、

猎鹿的情景
。

猎
人用兽角做鹿哨

，

将鹿引出来
后开始猎捕

，

因为描绘的是秋
天景色

，

所以选择玉料时
，

通常
会选择黄色的玉

。

春水秋山玉的得名很简
单

，

春水玉
，

因为春天猎捕天鹅
时在水边

；

秋山玉
，

因为猎鹿时
在山林中

。

可以说
，

春水秋山玉
是金代最重要

、

最有代表意义
也最有趣的一种收藏品

。

隋唐辽金的玉器
，

少数民
族风情浓郁

，

玉的祭祀
、

礼仪功
能明显减弱

，

生活气息明显增
加

，

这跟唐代的多元文化交流
以及频繁的商业交流有关

。

宋
代

、

明代时
，

我国的玉文化相对
进入低潮

，

不过也有着较强的
特色

。

（本文素材由央视《百家

讲坛》栏目提供）

［玉猪玉蝉］

在汉代的丧葬制度中
，

玉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

随着墓
葬主人等级的增高

，

随葬玉器
的数量也在增加

。

汉代葬玉中
有一个典型种类

，

叫
“

玉
”。

玉
一般都做成蝉的样子

，

这其
中有着特殊的原因

。

古人认为
，

蝉是非常圣洁的
，

它们餐风饮
露

、

引吭高歌
，

有着高尚的品
格

，

另外
，

因为蝉从幼虫变为成
虫时

，

要经历一个在地下蛰伏
然后蜕变的过程

，

这个过程在
古人看来

，

认为蝉有重生的能
力

。

所以
，

墓主人嘴里放入玉
蝉

，

也是寄予了重生的希望
。

地位尊贵或者富裕的汉墓
主人

，

除了嘴里要含玉蝉外
，

手
中也握有玉器

。

这种握在手中
的玉器就叫握

，

它是猪形玉器
，

有着较为统一的样式
，

一般为
圆柱形

，

头部尖圆
，

通常以细线
和弧线勾勒出猪的腿

、

眼
、

鼻
等

，

虽然简练却不失猪的可爱
之态

。

中华民族饲养猪的历史
非常悠久

，

所以猪对农耕民族
来说是财富的象征

。

玉握雕刻
成猪形

，

可以看出先民对丰衣
足食

、

儿孙满堂生活的追求
。

玉
猪和玉蝉是汉葬玉中非常重要
的一个门类

。

汉代玉猪制作所使用的刀
法是中国玉雕技法中十分有特
色的一种刀法

———

汉八刀
。

所
谓汉八刀

，

并非真的仅仅只用

八刀便可雕刻出一件玉器成
品

，

而是指雕刻出的成品玉器
中纹饰的走向呈汉字

“

八
”

的形
状

，

这是一种用相对简单的刀
法将玉器的形制

、

神韵刻出的
技法

。 “

汉八刀
”

的简洁风格在
汉代是独树一帜的

，

而且几乎
在后世不再采用

，

所以
，

运用汉
八刀技法的汉玉

，

可以说是汉

玉收藏中的典型
。

［金缕玉衣］

汉代葬玉中
，

除了玉蝉玉
猪外

，

还有玉塞
。

所谓玉塞
，

就
是用玉做成的九件塞子来填塞
死者身上的九窍

。

因为古人认
为塞住九窍后

，

死者就不会腐

烂
。

为了保持死者的不朽
，

除了
玉塞之外

，

古人又制作了另外
一种玉制品

———

金缕玉衣
。

在

《

西京杂记
》

中记载
：“

汉帝送死
皆珠襦玉匣

，

匣形如铠甲
，

连以
金缕

。 ”

意思就是汉朝的皇帝死

了以后
，

内穿殓服
，

外罩玉制的
匣子

，

玉匣的外形很像铠甲
，

并
以金线编织而成

。

所以这里的
玉匣

，

指的就是金缕玉衣
。

殓葬的玉衣根据墓主人的
身份使用不同的材料制成

，

并
分为几个等级

，

有金缕玉衣
、

银
缕玉衣

、

丝缕玉衣之分
。

但总体
来说

，

玉衣是只有帝王和贵族
才能享受的葬制待遇

。

现今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
玉衣主要有以下几件

：

一是河
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属于西汉中
山靖王刘胜夫妇的两套完整的
金缕玉衣

。

其中
，

刘胜的玉衣共
用

2498

片玉片
，

他夫人的玉衣
共用了

2160

片玉片
。

出土的玉
片最多的金缕玉衣一共用了
4248

片玉片
，

仅金丝就用了近
两公斤

。

最特殊的玉衣是广州
发现的南越王墓中的丝缕玉
衣

。

但以玉衣殓葬的习俗只延
续到东汉末年

，

因为三国时期
的魏文帝曹丕曾下令禁用玉
衣

。

所以
，

考古学家没有在魏晋
以后的陵墓中发现玉衣

。

君子佩玉的社会风气在汉
代愈演愈烈

，

这对后世有着深
远影响

。

汉玉文化既有古典现
实主义

，

又包含了神秘的浪漫
主义

。

不过
，

随着汉末政局动
荡不安

，

玉器文化也随之衰
落

，

直到隋唐时期
，

玉文化再
度兴起

。

（本文素材由央视《百家

讲坛》栏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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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如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
动荡时期

，

也是由奴隶制社会
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一段时
期

。

孔子关于
“

玉有德
”

的学说
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

它成为玉
器发展的精神支柱

。 《

论语
》

中
记载了一个故事

：

子贡问孔子
，

我这儿有一块美玉
，

是放在盒
子里好好收藏呢

，

还是以一个
好价钱把它卖了呢

？

孔子说
，

卖
了吧

，

我自己也等着卖呢
!

故事
中

，

孔子把自己比作美玉
，

因为
玉同人一样有德

。

关于玉有几德
，

说法不一
。

孔子认为玉有十一德
：

仁
、

智
、

义
、

礼
、

乐
、

忠
、

信
、

天
、

地
、

德
、

道
；

管子认为玉有九德
；

荀子认
为玉有七德

；

汉朝时
，

玉归为五
德

：

仁
、

义
、

智
、

勇
、

洁
。

春秋时期
，

玉走入了社会
上层

，

并引发了一场争论
，

即
“

重玉轻珉
(

珉
，

类似玉的一种美
石
)

”

之争
。 《

礼记
》

中记载
，

子贡
问孔子

，

为什么
“

贵玉而轻珉
”？

是因为玉少珉多吗
？

孔子说不
是这个原因

，

而是因为
《

诗经
》

中说
“

言念君子
，

温其如玉
”，

玉
有德

，

所以玉才重要
。

由此可

见
，

从春秋时期起
，

玉成为君子
的一种化身

。

［和氏美璧］

孔子将玉人格化并赋予道
德内容后

，

玉也随之走下神坛
，

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
“

德玉
文化

”，

而玉也逐渐走入民间
，

首先在上层社会得以普及
。 《

韩
非子

》

记载
，

春秋时期
，

楚国的
卞和发现了一块璞玉

，

在历经
三代楚王后

，

他最终把这块璞
玉献给了楚文王

。

楚文王将璞

玉雕成玉璧后
，

以卞和的名字
命名

，

即和氏璧
。

后来
，

和氏璧
终归秦王所有

。

李斯在
《

谏逐客
书

》

中说
：“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
，

有随和之宝
。 ”

和
，

即和氏璧
。

此
璧名声远播

，

因此造假者众多
，

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识别
，

战
国以前所有玉璧的边缘都非常
利

。

不同于良渚的素璧
，

春秋
时期出现了谷纹璧

，

即璧上出
现了一些谷子样的花纹

。

首先
，

这跟我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
有关

；

其次
，“

民以食为天
”，

谷

子是人类的主食
。

所以在春秋
战国以后

，

大量玉器上面出现
了谷纹

，

古人试图用它跟上苍
交流

，

祈求风调雨顺
，

制作谷纹
璧的习俗也从此流传下来

，

直
到清代还有大量仿制

。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件玉
器不得不提

，

它就是
(

音同
“

夕
”

)

，

其功能是解绳器
，

用于把
绳子的死结解开

。

古人认为
，

能解开死结
，

就意味着有变乱
为治的能力

，

所以佩
，

在当时
也作为一种治乱的象征

，

王者
佩

，

表明有能力治理乱世
，

政

治含义浓厚
。

［组佩预警］

说到战国玉器
，

必须说曾
侯乙墓

。

曾侯乙墓
1978

年发掘
时

，

出土的文物数量令世人震
惊

，

一共有
1.5

万件文物
，

其中
玉器约有

600

件
。

曾侯乙的头
骨中发掘出

21

件玉器
，

它们是
放在死者嘴里的

，

叫
，

其中有
玉牛

6

件
、

玉羊
4

件
、

玉猪
3

件
、

玉狗
2

件
、

玉鸭
3

件
、

玉鱼
3

件
。

曾侯乙的数量是惊人的
，

因为汉代以后
，

一般死者口中
仅放一个玉蝉

。

由此可见
，

曾
侯乙生前过着极尽奢侈的生
活

。

除此之外
，

佩戴在曾侯乙
身上的

“

十六节龙凤玉
”

挂饰也
令人惊叹

，

这个挂饰可以活动
、

折叠
，

它代表了战国时期玉器
制作工艺的高峰

。

这个挂饰上
刻有

37

条龙
、

7

只凤
、

10

条蛇
。

根据它的出土位置
，

有学者推
断它是挂在帽子上的

，

但这只
是一种猜想

。

春秋战国时期
，

由于国家
间政治斗争激烈

，

暗杀事件层
出不穷

。

而当时
，

所有大臣上朝
时都要佩戴组佩的规定也越发
严格

。

之所以如此要求
，

是因为
佩戴组佩后

，

一旦有朝臣动作
过激

，

组佩就会发出声响
，

会起
到警示君王的作用

。

所以马未
都笑称

，

当时佩戴组佩已成为
一套国家预警系统

。

春秋战国玉器中装饰品占
70％

以上
，

这是玉崇拜的一种表
现

，

后来由于孔子以玉比德
，

因
而

“

德玉文化
”

出现
，

并限定了
后世玉文化的发展方向

。

（本文素材由央视《百家

讲坛》栏目提供）

“民以食为天” ，所以有“谷纹璧” 出现。 但“ ” 这种玉器代表

了怎样的特殊功能呢？孔子认为“玉有德” ，那么何谓玉德呢？ 春秋战

国时期，大臣上朝必须要佩戴玉器组佩，除了礼仪的需要，这其中又蕴

涵了何种秘密呢？

《百家讲坛·马未都说玉器收藏》系列之三

玉德润天下

角

山

隹

同

角山隹同

角山隹同

角山隹同

角山隹同

口含

口含

《百家讲坛·马未都说玉器收藏》系列之五

隋唐辽金的美玉风情

隋朝末代统治者隋炀帝向来喜好精致的奢侈品，那

么，隋朝又会有哪些精美的玉器呢？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

的鼎盛时期， 在盛

唐时期流行什么样

的玉器呢？ 盛唐时

期的手工业空前繁

荣， 与少数民族的

交流也十分广泛，

所以出现了一些带

有异域风情的玉

器。 但是，辽金玉器

与唐代玉器相比却

更为奇特。

《百家讲坛·马未都说玉器收藏》系列之四

永生的梦想

古代玉器中有一类极为特殊的玉器———葬玉，它是专用

于随葬的玉器。 因为以玉殓葬在汉代盛行，所以汉代墓地里

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形状各异的葬玉。其中，蝉形玉器的特

殊之处在哪儿呢？还有金缕玉衣，它是以玉为材料、以金线制

作的用以包裹尸体的特殊殓服，制作一套“金缕玉衣” 所需

的人力和物力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促使

汉墓的主人不惜一切制作如此价值不菲的陪葬玉器呢？

口含
口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