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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到底要怎麼看待古代玉器的鑑賞與收藏呢？這句話以今日比較宏觀的角度與考

量下，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四層意義。最世俗第一層意義是：怎麼鑑定古玉的好壞與價

值；第二層意義是：怎麼鑑定一件玉器的真實製作年代，與其所應有的形制、器名與

社會文化上的價值；第三層意義是：人文的與藝術上的評價；最後還是要站在文化資

產保存維護的最終目的上頭去（藝術無價？還是無價藝術？）。前者所涉及的，主要

是礦物學或實質材料上的問題，但它只能解決是玉是石的質材認定問題，而非鑑定的

全部。而次兩者所涉及的，則偏重在人文藝術上的文物鑑賞與時代審美品味方向，最

後才是站在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的觀點與使命上去分享經驗，本文乃就以上這四層意

義去談鑑賞與保存維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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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should we evaluate the appreciation and collection of ancient jade? From the broad 

perspectives of today, there are at least the following four dimensions. First how are the 

quality and value of jade established. Secondly, how do we identify the production date, 

shape, name,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jades. Thir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and artistic evaluation. Ultimately,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cultural 

asset preservation （Is art priceless or not?）. The former involves mainly problems of 

mineralogy or substantive material, but it can only solve the material identification problem 

of whether an item is a jade or a stone; it is only part of the issue of identification. Both 

concern the cultural art of cultural appreciation and the aesthetic taste of the times, ultimately 

depending on points of view and missions of cultural assets pre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appreciation and 

preser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bove four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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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古今玉器鑑定的方法與步驟

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德是質量，符是顏色。古人玉德之說，用較長的

時間粹取其內涵，是逐步去虛就實，概括歸納充實辨玉的立論，但其最根本的

要素仍是玉緻密潤澤的天性。宋元以來對古玉的鑑別已經成為一種專門的學

問，並產生了一些研究古玉的專著。如：宋呂大臨的《考古圖》，元朱澤民

（德潤）的《古玉圖》，明曹昭的《格古要論》，高濂《遵生八牋》，其中的

《珍奇篇》就已論述了玉器的鑑賞方法。清末吳大澂（清卿）的《古玉圖考》

是一部學術性較強的古玉研究專著。又陳性（原心）《玉紀》〈辨偽〉：「宋

宣和、政和間，玉賈贗造。將新玉琢成器皿，以虹光草汁淹之，其色深透，紅

似雞血。時人謂之得古法，賞鑑家偶失辨或因之獲重價焉。」謝堃在其《金玉

瑣碎》一書中，便對此現象有所記載：「今之豪貴之家、富厚之士，誇侈鬥

靡、競尚玩好，且必欲得商周秦漢之物以為快。偶一得之，復爭款識之多寡，

甚至一物碗大而值千金者有之矣。因是，謀利之徒搜陵掘墓、偽造私摹，無所

不為矣。」1 近代考古學家以科學發掘實物為主，對大量的出土古玉重新進行

了研究。這些研究資料與論著，對於現代的我們用來進行較廣泛的運用在玉器

鑒賞、考證與察查，具有正面積極的參考價值。

再依今日的學術環境與科技的角度來解讀，今人對於古代玉器鑒定的方法

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憑借眼力、實務經驗，尤其廣泛的蒐集相關的考古發

掘品、文獻研究資料等的佐證彙集傳統方式斷定；另一種是根据科學儀器，通

過玉石材質的化驗、檢測等基礎科學實驗進行數據分析與比對排列的方式。由

於古玉皆不輕易取樣，加上目前無損（非破壞性）檢測的方法與技術還不成

熟，尤其精密昂貴的儀器需要送交專業的研究機構進行實驗與檢測，自己無法

參與工作，因此一般的民眾較少使用，所以傳統的鑒定方法與方式，便成為較

普遍使用的入門辨別方式。對於大陸地區新出土的許多玉器，經考古與研究人

員系統的研究整理之後，我們可以依據自己的專長而歸納出許多屬於自己的通

則或經驗法則，以作為日後評判玉器真實身分的參考，而對於傳世古玉的科學

1 轉引自謝堃，〈自序〉《金玉瑣碎》，（美術叢書，藝文，1975年，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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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辨偽法與上述傳統的辨偽法有著方法上的差異。現代融合以科學與傳統的鑒

賞方法，擴大了對玉石的了解與面向，對於有近八千年歷史的龐雜古玉器鑑定

體系來說，幾乎已包括玉器的質地成份、理化質性、種類特徵、沁色生成、埋

藏環境、質變因素、工藝技術、器形形制、審美紋飾、人文思想等等多方面的

綜合判斷，來架構玉器文物的製作年代、用途、真偽鑑定與價值意義。

要達到此目的，首先除了要廣泛的瞭解玉材的主要產地、種類和玉質的理

化特徵、礦物生成特性（包括礦物成分、岩相晶相、顏色光澤和透明度、硬度

等物理、化學特徵等內容）等較全面的上手及觀察實際原礦產及其加工品特

徵。其次是要熟識各個時期與朝代之間器物的禮制規制（器形、器類）、工藝

技術（工法、工序）、造型裝飾（地區文化傳播及差異）和用途（裝飾、配飾

等實用價值）等。各個時期與朝代都有它獨特發展出來的器型和圖案紋樣文化

意義，掌握這些時代特徵是古玉鑑定的必備條件之一，這裏還可以通過時代標

準器和出土器的掌握，進行比較鑑別的工作。第三步要瞭解做工（即工藝技

術、方法與加工現象），隨著不同時代的進步，製作玉器的工具、工序、工法

也在不斷地改進，除了工具材料的完備，還有技法的成熟運用也在不斷的改進

與變化，瞭解工具和技法的變化特徵也是玉石器鑑賞的重要內容。第四步要分

辨與了解玉質質變沁色（玉石礦物生成本色、自然沁色、人為增潤色）、自然

或人為傷殘（生坑或傳世老化、風化）等的內、外在理化特徵與機理，鑑別這

些現象的先後邏輯與成因，加以時日運用現今的精密科技檢測儀器來加以佐證

驗證，以達到研究發展的全面周延性。

然而，古今人們對於古代玉器的鑒賞與鑑定方法上，不外是要能從廣泛與

眾多的出土或傳世玉器上的材質大小、器型種類、紋飾圖案、工藝技術、沁色

現象、趨近年代類型等等幾個基本要素方面著手，而每一項要素都需要不斷的

透過時代的縱、橫軸面，歸納與交叉排序比對來逐步建構完成。這與單純的文

物藝術品鑑賞，是絕對不同的。鑑賞是可以天馬行空的，但是鑑定卻是需要具

備更多的專業知識、上手經驗與人文素養。如果涉及更進一步的收藏或藝術投

資，則更是把心力與金錢放在刀口上，更須謹慎小心，一點點也馬虎不得。結

合以上整體而言，玉器鑒定的方法，簡單地歸納就是「遠看造型」、「近看紋

飾」、「細看做工」、「察顏觀色」、「手感氣味」、「辨材適性」，胸有成

竹者其真偽、年代與價值已然明瞭，這是玉器專業研究人員或藝術創作者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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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歷程。以下將其歸納為幾個方向，以供驗證與參酌：

一、質地鑒別

楊伯達等在《中國和闐玉》一書已全面的談及千百年來和闐玉在中國使用

與開採的概況，並用科學的檢驗分析角度與廣泛介紹古代玉器所用的不同質料

與玉材的大致情形，由書上這些不同質地的玉石雕刻器物與實例中，如清代陳

勝《玉記》所載：和闐玉「玉體如凝脂，精光內蘊，質厚溫潤，脈理堅密，聲

音宏亮。」這些都是和闐玉典型特徵表現；如依現代的礦物分類來看，可說是

優劣不一。判定優劣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要根據玉器的材質別（依種類、純淨、

顏色、光澤、堅硬密度等）進行材質取樣分析，玉質的微妙判定則需要借助於

科學儀器的顯微觀察與分析化驗，有經驗的研究人員，則有自己一套的經驗法

則，以供材質優、劣的判斷依據。

我國傳統玉料主要有新疆和闐玉、遼寧岫岩玉、南陽獨山玉、河南密玉、

陝西藍田玉、甘肅肅州玉和北京京白玉等，其中以產于新疆昆侖山麓磯河床中

的和闐玉最為珍貴。但和闐玉從殷商時代至今已連續開採4000多年，產量也越

來越低，目前價格扶搖直上，尤其是上等白玉、碧玉的價格，每年都出現幾倍

的上漲，古玉收藏的升值潛力可想而知。目前鑒別與研究古玉經常選用的儀器

是紅外光譜儀或X光粉晶照相和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前者用以確定礦物成分，

後者用以研究其顯微結構特徵，一般來說仍需打磨與取樣，樣品量雖不超過1

毫克，仍屬破壞性檢測，這對大多數古玉來說是難以做到的。此外用色度計可

測定玉器顏色的明度。當然，隨著科學的日新月異與發展，無損檢測的工具與

方法，在不久的將來將成為可能。其他如最新的X螢光分析儀、CT層析儀（工

業型）等，在歐美國家已經運用在文物的檢測分析與鑑定上。以上有關礦物學

上的分析、檢測方法與數據，目前已有較多的研究與討論，因此本文不再贅述

與討論玉石材質部分。

依據個人近年來的觀察，在博物館藏品、古玩交易市場、現代玉雕工廠、

高級仿古玉雕廠等等的逾十萬件玉雕文物中察覺與分析得到，近現代彷古玉器

有幾個鮮明的特徵，其一是用料大而美；其二是以青海料代替和闐玉居多；其

三是用人工作色，仿其古玉的沁色；其四是其造形及紋飾遠遠的比之古代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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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亮麗。又如較之明代的仿古朝，其彷偽摹古玉材的選用，主要有蒼黃、

雜色河摸（河姆）料（圖1.）、帶糖料（圖2.）、邊皮料（圖3.）、雜色蔥玉

（圖4.）、淡墨色玉（圖5.）等有色玉種為多，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而清代除了

沿續明代的偽仿古玉的基礎上，又選用白色玉（圖6.）、青白色玉（圖7.）、飴

斑玉（糖玉）（圖8.）、粉白色玉（圖9.）、鴨蛋殼青色玉（圖10.）、多綹裂玉

（圖11.）、重石性玉（即俗稱「玉根子」）（圖12.）等等玉材製偽仿古色玉，

最遲在19世紀上半葉至晚清時期，以廣泛的使用岫岩玉（用量最多也最大）（圖

13.），這裡還包括俗稱的瓦溝和細玉溝等地方所出的玉材。2 

尤其在面對鑑定以上所說的這些明、清時期，所選用的仿偽古玉材時，其

主要特點、特徵則是；這些玉材的質地大多不甚純淨、雜色為多、玉質不純、

肌理粗糙、光澤晦暗不通透，其選材的用意不外乎是取其類似出土古玉的沁色

或如傳世般的熟坑古玉色澤，或有著經火燎、土埋、水淹漬過的氧化老舊質感

效果，因此，對於傳世古玉的判定與辨別，熟悉以上玉料的原始材質與情況，

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功課。

此外，由於和闐玉礦料的開採殆盡，缺乏與昂貴的前提之下，在今天玉器

生產中常用于闐玉、青海玉和俄羅斯玉（俄羅斯玉也有稱作高麗玉）等作為替

代品。青海玉透明度較高，但質料輕缺泛滋潤感與渾厚感，玉質內常有乳白色

的條狀白斑，稱之為水線或水紋，打磨後的青海料有類石英的光澤感，色白者

慘白而不夠潤澤，微扣聲響，音質聲響僵直而生硬與和闐玉略有差異。

二、典型器物與類別鑒別

中國古代玉器種類繁多，主要可分為：裝飾品類、工具類、兵器類、用具

類、禮器類、像生類、葬器類、陳設品類、文房用具類、佩飾類等等。每一類

中又包括許多不同器物類型，如裝飾品類中又可分為：玉珮、玉管、玉珠、玉

簪、玉墜、玉環、玉玦、玉鐲、玉釧、玉串珠、玉冠飾、圓箍形飾等。以上這

些器物類型，有的從古至今還一直沿襲與沿用，也有的只存在於一個特定的歷

2 楊伯達主編，《傳世古玉辨偽與鑒考》，《傳世古玉辨偽的科學方法》，紫禁城出版社，1998：3，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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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時代、地區或時期，這是我們斷定年代和真偽的一個重要的形制與類型依

據。

由於時代風格不同，同一類型的玉器製作時間早晚差異很大。如玉璧的製

作在歷史上雖然延續的時間很長，但不同的歷史時期、玉璧的玉質、尺寸大

小、厚薄、紋飾、用途等都有很大的實用功能與些許的差別。如新石器時期的

玉璧，因為工藝技術的限制多光素無紋，器型與打磨相對粗糙，殘留有明顯的

工具切割與加工痕跡；春秋戰國時期因為尚禮，作為禮器的玉璧，製作特別工

整規矩，加上金屬工具的發達與使用，常繁刻飾以蠶紋、穀紋、蒲紋、獸面紋

等紋飾，可見是有其時代上的背景與邏輯規則可依循的。

循此，古今玉器型的偽造方式與來源，約有四大類別：其一是直接仿造出

土或傳世古玉形制、紋飾，依式依樣琢成；二是按圖索驥，依樣畫葫蘆，或只

偽其正面而不知其背面及厚薄過度等等的紋飾佈置與意義；三是道聽途說或主

觀臆造的無中生有；其四是改制或改雕，由殘器或素器拿來改制或琢刻上紋

飾，最常見的就是器型、功能與形制上的紋飾比例不協調，規矩邊緣糢糊與交

代不清等現象。所以有關器型方面的鑒定，就要清楚的釐清每一朝代的器型與

風格，而前人所提及的「形似神非者也」，就是箇中的道理（此順序有關乎上

下年代之範圍設定）。因此，以今推古、鑑古的鑑別方式是不一定可取的，只

有了解歷代製玉工匠的工藝與紋飾技術等的演變特性，再由真品與仿品的時代

感與實用精神之中去辨別器型的先後順序、把柄與破綻等疑惑，之後再將其置

入可靠、可掌握的出土玉器文物或典型器中，去慢慢比對、排比與查證，如此

方能解決形制上的一部份問題。

三、紋飾的鑒別

紋飾的種類和演變，反映了古玉器的文化特徵，體現了作品的時代風格。

玉雕紋飾的起稿與創作和書畫創作的動機與道理是一樣的，其原因就在於這些

紋飾不僅是人們的思想情感和觀念的感發與表徵，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使人

感到無窮得敬瑟而愉悅，歷代的制式器與典型器更是如此。因此，原作必定是

神形兼備與簡潔的，而後代的仿品，在其仿做的過程必定拘謹、呆滯而無神，

不僅容易失去形象的生氣與活力，更不見原來的規律與意義，所以表現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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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條常是軟弱雜亂無章、圖紋失序、造型呆滯無神、比例模糊不清毫無規矩與

章法可言，又為了掩飾其虛心與軟弱處，又常見以人工烤色、做色或至殘、掩

蓋等等反覆處理的手法與蒙蔽現象，在吾人看來實際則為「此地無銀三百兩」

的自曝訊息。如能再與真品相互分析、比較之下，疑惑不明的問題就自然暴

露，真偽也就不言自明了。

再者，玉器的藝術風格與紋飾的形成、發展、衰落或轉變形成為另一種全

然不同的風格過程，是非常緩慢與交織重疊複雜的，因此玉器的風格變化更不

會隨著朝代的興替而成為斷代的界線，所以在雕琢工藝的評斷上，也往往會出

現後一代或時期的作品，且仍保留著前朝的藝術風格與遺風，就如同前朝玉雕

匠師也會因改朝換代而繼續服務於下一朝代般，甚至更久遠；更深廣，所以以

朝代來斷定玉器是有問題的。

四、工藝技術的鑒別

主要根据玉器不同時期的製作工藝水準、時代風尚、刀法、技法、使用工

具器形的時代先後等工法、工序上的細微差別，來判定玉器的工藝年代及真實

性。3 但一般來說，單憑玉器上的工藝製作痕跡，只能顯現製作的新工與舊工

之別，無法精確的用來認定玉器的製作年代，如要能夠完全掌握工藝技術與加

工後的痕跡，則首先必須從了解加工的工具與種類、甚至轉速與方向上不可。

玉器的做工，就是玉人使用錐、砣（鉈）、管鑽等多種工具與手段，切、

磋、琢、磨玉材而成為玉器的全過程與紀錄，其器物上所呈現的紋飾痕跡，以

及所體現工藝技巧與藝術表現等等的能力總合。此外，不同的工藝技術、不同

的匠師，在同樣一個時代裡，一樣可以看到時代特性，這就是匠人、材料、工

具與時代之間所產生的微妙之處。

但是我們也知道，同一時代的製玉技術也會因人、因工具、因地區，而有

很大的差異性，這種不完全平衡的時代差異性，是不能單單由製作技藝的鑑定

上或單一研究領域中所能夠單獨解決與說明清楚的，它唯一可以確定的優點是

3 鄧淑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集相關的禮器》，《故宮學術季刊》，第
八卷第一期，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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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件老做工、老東西」，如此而已。此點也是要適時的配合以上各種鑑

定的要素，適時的衡量、配比與調整後，鑑定的結果方能立於不敗之地。再

者，玉器的製作工藝方面，尤其在傳統手工人力被近現代的電力傳動工具所完

全取代的同時，識別仿偽古玉是十分重要也是極為關鍵的環節。

由於古代的工匠大都為世代相襲制，玉匠從小就受到耳濡目染，琢玉的技

巧技法燦然於心；又專屬於皇室貴族的用玉，從來就是不計工本、不惜勞力與

代價的輾磨，總是越精細的越好。由此可知，反觀作偽者講究的是講本圖利，

根本不會在精神與技術工藝上下如此大的功夫。另外，作偽器物只會一味的細

心摹擬，生怕走樣，太小心翼翼的結果是很難呈現出原作的那種自然流暢的風

韻，刀工上也會因而遲鈍缺乏規矩該有的自信與準度、力度的，這就是工藝技

術上的兩難之處。

  

五、盤色、沁色之理化鑑別與應用

就是運用現代的科學儀器與知識，以物理、化學特性成因來解釋，以及對

於鑑別玉器的材質、沁色以及風化與腐蝕肌理的方法，來輔助與佐證。由於古

代人有特殊的祭祀習慣，有用玉、燒玉火燎求雨的跡象，又如古代貴族的墓葬

特別喜好用硃砂、用帛布，或與銅鐵金屬器一同陪葬的習俗，又自宋、明代以

來，人們因時尚與風氣，好做假沁色與摹古仿偽為之樂事之故。因此，玉器除

了會直接受到墓葬結構、環境與陪葬物的直接影響之外，玉礦物本身也會受自

然營力（包括日光、紫外線照射；氣候條件；地質地理；水文；地熱、地震壓

力等）所引起玉石質體的長期侵蝕與損害（如溶蝕、崩裂、脫落、風化、堆

積、滲水、結冰凍脹、生物腐蝕、菌藻植物 4 等造成的風化與白化 5），對玉

4 如有一種噬硫桿菌就能將大理石中的硫化鈣作營養劑，通過體內的新陳代謝作用把空氣轉化成硫酸，使硫化
鈣變成粉末。此外，還有硝化桿菌和亞硝化桿菌，把氨轉換 亞硝酸來侵害大理石。在石灰岩、砂岩上能生長
其他類型的細菌，分泌出草酸等有害物質。還應分清藻類、地衣類和土壤微生物的不同類型。地衣類就是藻
類與菌類的共生物，它能生成地衣酸，屬於脂肪酸類及芳香族酸類。不同的岩石生長著不同的地衣。土壤微
生物 生的硫酸同樣能溶蝕玉石質，形成固態硫酸鹽層或粉末層，甚至形成斑狀洞穴。

5 風化作用又可分 物理風化、化學風化和生物風化。主要表現在玉石文物表、裡的水（包括裂隙水、孔隙水、
毛細水等）與氣態的O2、CO2、SO2等共同進行水解、氧化、還原、碳酸化等綜合作用，逐漸使玉石文物中的
礦物（如長石等）變成鬆散的粘土礦物，膠結物或碳酸鈣溶蝕，造成文物的表面風化解體。其次是含有鹽類
的地下水滲入玉石文物的孔隙，造成表面的鹽類沈積、結晶、膨脹等作用，使文物 生蝕變的化學風化作用也
很普遍。此外，出土的玉石質文物同樣也存在大量的鹽類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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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質文物表面張力與內部結構強度的損壞（劣解與質變）等等的總和。此外，

文物出土後環境溫度和濕度的週期變化加速與劇烈，對玉器表面的穩定平衡狀

態（尤其出土的玉器，長期與地下土壤的酸鹼、氣壓、溫溼度等，已呈現穩定

與平衡協調狀態），尤其形態、光澤、色澤等有非常程度的直接影響，更導致

玉器的內部結構和外部形態的劇烈變化。

一般來說土沁呈黃褐色、水銀沁呈黑色，由於出土的古玉數千百年來被埋

在地下不同的環境中，光澤與顏色往往已失去原有的半透明與潤澤感，而逐變

淡、變灰、變白等的礦物化過程與現象，叫作「受沁」或俗稱的「生坑」，即

或直稱為蝕變或質變。此現象通過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下觀察其顯微結構，受沁

後的纖維粗細與排列雖無明顯的變化，但結構仍有變得疏鬆的趨勢（最嚴重的

情況下，其比重可下降5%，硬度下降50%的可能）。

古代玉器大多隨著逝者埋入墓葬之中，出土時常有汙染附著物、白化、玻

璃光澤等現象，有時還會具有某些特殊的紋理與色澤，俗稱「生坑」。這種質

地泛白，表面有深淺不一的黑褐色物質，可以刮磨去除，顯然此器受到入埋環

境的影響，玉質結構發生白化，而且器表受到有機物質的附著。由於白化的產

生與墓葬環境及玉質結構息息相關，因此深淺影響程度各器不同，有機物質則

是在長時間的累積下逐漸固著在器表上，其自然形成的風貌皆非人工偽作所能

仿效，因此熟悉古玉的出土特徵是分辨真偽的首要關鍵。如果根據考古學家的

分析和說明，那就比較科學化和合理化了，考古學家們認為，這是由於土質的

酸化作用所引起的。如日本的濱田（耕作）青陵氏就曾經考證說明：「從土中

發掘的玉，因為受到土中的酸化作用，玉的表面就會產生分解，裂痕循著玉石

的脈絡而深入到內部。因為含有鐵質的酸化，就會變成琥珀黃，或者變化深褐

色，也有的時候會變成黯黑色。」6 不同環境會呈現不同的氧化情況，又如銅

沁呈綠色，水沁呈白色，血沁呈紫色等。古玉包漿說穿了就是玉器表層的氧化

膜，其又可分為軟包漿和硬包漿，軟包漿手頭有肉澀軟膩質感（北方俗稱叫肉

頭兒），硬包漿有明顯玻璃光。軟硬包漿之形成一定條件下，仍可相互轉移默

化。手長期盤玩或藥液侵泡下，亦可呈現與做出仿古玉器的包漿效果。有經驗

6 濱田耕作，有竹齋藏古玉譜，京都，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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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然可以區分，自然狀態的子料也有包漿，一般硬度較高。

沁蝕過程與現象可分為內沁和外沁，內沁就是玉礦料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的

晶體酥鬆，白色絮狀（玉內雜質不是沁而是髒，沁和髒要分清）。外沁是外部

介質的侵入。內沁由內向外發展，外沁由外向內發展，互相溶融促進，直至變

化。有無外沁的古玉，玉質好可能內沁也不宜查覺。沁蝕狀況和玉質密度分

佈、晶體酥鬆狀況及外部介質性狀有關。仿沁浮而真沁沉。沁真也不能斷真

（如老玉新工）與沁色不同其他次生黏附礦物，一般來說，出土古玉器上的泥

土也會因為出土地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尤其是所謂的「中土」地區的今山

東地區出土的古玉器，其出土後附著在器物表面的一層黃褐色的硬質泥土，非

常堅密結實而不易去除，而「西土」與「南土」7 則泥土比較鬆軟。

自然界中對石質文物最具破壞性的就是水，它也是最強的融溶劑，在漫長

的歲月裏，它對玉石中的多數礦物可以溶解、變質或碎裂。使安定的物質轉變

 離子溶劑。水溶解一些有害物質被玉石吸收後會 生鹽類結晶，水解的病害；

提高吸濕作用而 生的水氣壓力；形成各種酸類腐蝕玉石質礦物；使膠結物轉

變 可溶性鹽類等。水吸收氣態中的有害物質使玉石質表面污染腐蝕。水還由

於水力的膨脹與收縮，使玉石質凍脹破裂；水還附著大量微生物等。

總之，玉石質文物的各種破壞形式與水的媒介直接有關。化學風化、物理

風化與生物風化作用都與水分不開的。首先是地下水要對玉石質礦物等，析出

的複雜鹽類形態進行觀察與分析，有呈皮殼狀的，有粉末狀的，或呈晶粒狀突

起等，肉眼裸視觀察其顏色，一般有黃、褐、白、粉色等呈色。再觀察其 生

的部位和分佈現象及特徵。其次，要分析鹽類的來源，是岩石內構成的礦物中

有可溶鹽，還是雨水、地下水滲漏帶來聚集於表層。再進一步就要分析鹽類

的性質，是屬於可溶鹽（如NaCl、KCl、MgSO4、Na2SO4、MgCl2、CaSO4、

CaCl 2等），中溶鹽（如CaCO 3、MgCO 3等碳酸鹽），還是難溶鹽（如Fe、

Mn、P的化合物或Ni、Co、Cn等重金屬元素組成的鹽類）。

7 清代陳性《玉紀》中載：「舊玉須分地土何處所出，如陝西、甘肅、山西、四川諸省謂之西土，地土乾燥，
玉在其中，雖爛似石灰，其稜角文理全無損蝕，最為上品。如直隸山東、河南、湖廣、以及江蘇之徐州，安
徽之穎州、六安諸處，謂之中土，地土雖乾不燥，玉在土中，年久稍有瘢痕者次之。其餘各省皆謂之南土，
玉在土中，年久文理大半糢糊，且缺損者多，惟沿東海一帶出鹽之處，謂之鹽土，玉入其中，不過百年，已
腐爛不堪矣。」從古玉的實物上看，所謂中土的玉還是可以歸入西土一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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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可溶鹽類，如果高濕環境向低濕急劇變化，則結晶

鹽就會脫落，同時將文物表面薄層也一起擠壓剝落。此外，玉石內水的含量也

與環境濕度有關，外界濕度高，玉石就吸水，外界濕度低，玉石內水隨之移

動、蒸發，同時將可溶鹽帶出。除了上述微生物會腐蝕玉石質表面外，微生物

還會改變玉石質表面的 色，由於菌類或藻類 生的葉綠素、葉紅素、黑色素以

及一些吸附性礦物質，使玉石質表面變色。當真菌類進入玉石質的縫隙裏會 

生不平衡張力壓力，造成裂縫的擴大與殘留物等顯明特徵。

貳、衡量「玉德」的收藏優劣原則

由以上得知，自古以來，玉器一直與人有一種獨特的親近感，玉器體現了

主人的學識、品格、情操與審美觀等等的玉德。從這一點上去理解，玉是無價

的。但玉器作為特殊的藝術品流通於市場，又是可以用價格、財富、地位來衡

量的。玉器由於其滋潤可愛、可玩、可佩、可賞，加上它精深博大的文化內

涵，愈來愈受到東西方以及歐美人士的喜愛，成為爭相收藏的對象。但在玉器

收藏熱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問題，現將當前玉器收藏中的幾個共通性、

特質與問題提出來，與大家一起討論。以下就依個人的學術經驗與市場上的了

解，分析出現代收藏的玉德的優與劣，來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收藏好玉德

（一）溫潤質、手感重：就是質地溫潤而潔淨，和闐玉結構緻密而不粗

澀，尤其玉之心材多不染雜質、更無龜裂格紋。其純潔、細膩表現在材質上的

就是澄淨無暇；表現在製作工藝上的就是所謂的「寶光」或「葆光」色澤。手

感重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觀察玉器的材質，「手感重」、「手頭重」即代表玉

石的組成結構緻密、硬度高、比重高而結實，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壓手」；從

另一個角度來解說，此類玉材必定堅實而質純，不易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或侵

蝕而改變與破壞玉的質性（圖14-15.）。

（二）紋飾美、雕工精：紋飾美即是雕工精的整體具體表現，其紋飾的舒

暢緊密、精細粗獷恰到好處，更是評斷當代藝術、德性的象徵美學所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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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精雕細琢的藝術是優先考量條件。玉質好之後，就是要求雕工好；而只

有一流的巧匠雕工才能展現出玉質好的一面。其整體表現在線條粗細有序，清

爽而不拖泥帶水；刀刀見鋒、鋒鋒見力，而絕無一般拙匠敗刀敗筆或歧出突兀

現象。而多層次立體雕又比之鏤空雕或平面片雕難度更高。玉地平即是雕工精

的基礎，古代巧匠良工，磨製玉器時，必定配合整體的紋飾層次而收放自如。

雖然每一個時代皆有其獨到的特色與使用工具間的差異，但是玉地打磨的平整

細緻，卻是工、料、質俱佳的品質保證與必要條件（圖16-17.）。

（三）色澤美、沁潤佳：色既是玉的先天色澤，玉材本身的色澤（例如和

闐青玉、白玉、青白玉、青黃玉、碧玉、墨玉等）。後天的色澤包括有，人工

染色、沁色、仿古玉雕的染色以及古玉的色變，古玉的色變又可分為，「生

坑」、「熟坑」。「生坑」玉器出土時的質變或白化（雞骨白），受到掩埋環

境所引起的化學變化。「熟坑」人為清洗、盤玩轉變成深褐透亮的色澤（圖

18-19.）。

（四）品相好、種頭大：品相就好像一個人的氣質與模樣依樣「座如

鐘」、「立如松」，比例和諧規矩方圓得宜，沒有突兀的奇形怪狀。究其用料

的考量「品相好」者，也皆是「以料就工」之作。種頭大是由於正統和闐玉礦

源的開採殆盡與缺乏，水料「籽玉」更是稀少，因此，每每遇到有種頭大、

玉質良佳的玉礦出現時，更是價逾黃金（據上海私人玉雕廠負責人李躍先生可

靠消息，3~5公斤以上一級白玉礦料每公斤約人民幣6~8萬元，折和新台幣約

24~32萬元，還不包括剖料時的高風險與加工時的工資在內），由此可見一斑

（圖20.）。

（五）年代佳、造型稀：中國的玉器工藝美術文明史延綿至今約有近八千

餘年的歷史之久，而歷朝歷代皆有獨特的文化審美風格與意義，因此，每個時

代的藝術真品與代表作，多是求之不得的文化瑰寶。而物以珍稀為貴，千載難

逢且年代好的古稀之物，也就更為難能可貴了。但是每個時代也都有每個時代

的珍稀品種與工藝特徵，相同品類的玉器文物之中更有高級匠師的完成品、半

成品與一般匠師的略次級品之分。因此取決於審美、造型、藝術性皆良佳的玉

器，是收藏時的最高指導原則。至於玉器上的自然沁色、巧色、巧沁與否，就

更可遇不可求了（圖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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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宜收藏觀點

（一）不宜收藏稀奇古怪或致殘過分改刀的玉器：不少人認為，民間藏

玉，好玉不易求，具時代特徵的標準玉器更是可遇不可得，於是將目光盯著稀

奇古怪或致殘的玉器上。他們認為，標準玉器是考古學家根據已有資料定出的

各個時代具有特徵性的玉器，是已知的材料、已有的認識。儘管過去的考古工

作與積累，已獲得了良好的成績與迴響，但我們對歷史上玉器作品的認識僅是

冰山一角，仍然有大量的玉器我們沒有能夠完全窺盡，這些玉器只是目前還沒

有在考古學上得到證實與研究出來。從這個角度來說似乎不無道理。因此，有

些愛玉族專門收集讓人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的稀奇古怪的玉器。也有的人愛好

殘件玉器，尤其有心於研究與初學者，至少在入門以前他們認為不可能有人刻

意去做殘缺的假玉？看似古怪的玉器是否可靠，關鍵要看是否符合歷代使用玉

器的美學精神、藝術法則或禮儀規範，同時還要從形制工藝上加以考察，是否

與古代玉器形制工藝相符合。對於古玉鑑定的眼光不是很高的收藏者，對這些

玉器還是三思而行為好，不宜過多收藏。

（二）不貪圖與不宜收藏來路不明的玉器：玉器收藏，開始時目標不要定

得太遠，品階定位不要太高，跨度不宜太大。良好的基礎與開端是成功的一

半，一旦進入正確的收藏之門後，仍須有一段時間去做靜心思索、穩健分析與

歸納沉澱的工作，匯聚了些鑑賞經驗與前輩的請益基礎後，適時的調整個好方

向，等待有好的契機時方可以漸進的加快收藏步伐。而目前所可以看到的藏玉

隊伍中，大都是以短期投資利益為多，沒有目標者有之，或見異思遷者有之，

或盲目躁進者有之，更有許多自命藏家之人，貪大貪全者、財大氣粗者比比皆

是，文化認知低俗與幾近無知，令人不敢恭維。其中最不智者，尤以貪贓貨與

竊盜品最為危害，這也是最為忌諱與要不得的。

（三）不宜收藏市場波動或炒作過高的玉器：藝術市場的投資，都是有風

險的，玉器價格的波動，主要與正確的取決是在於玉器的材質、時代、器形、

圖案以及藝術風格、市場供需等綜合需求因素上。如過分的集中與商業化炒

作，例如前幾年出現了良渚文化、紅山文化玉器熱，後來發現贗品到處泛濫，

故良渚文化、紅山文化玉器熱退潮了。最近新興藏家又迷上了遼、金玉器和明

清白玉器，尤其白玉價格往往超過高中、高古玉器。由於明清玉器工匠與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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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足，又缺乏遠古文化的神韻與歷史的沉澱，因此歷朝歷代古玉器間的消長，

又將改變了。所以市場的供需也是波動的，有時是輪迴的，市場過分跟著人為

操縱起落的玉器收藏，是不利於長期規劃。為求以較小的投入，取得較大回報

的有效方法，就是避開熱點，跟跌不跟漲，猶如買賣股票，你出我進，你讓我

接，你棄我取。這樣不僅花費較少，還可能得到一些珍品，同時贗品的機率又

較低，因為贗品與緊俏仿品始終是孿生而出，如影隨形的。

（四）不宜收藏人為刻意酸、鹼處理過的做舊玉器：酸、鹼蝕泡處理是常

用的現代仿古與做偽舊的快速方法。主要原料是氫氟酸、硝酸和硫酸等，一般

方法是用含十分之一的氫氟酸溶液，將器物浸泡4~10個小時不等，或更長時

間，拿出後即有了所謂白灰皮現象。如器物某些地方加添其他顏色，則在浸泡

前用蠟將不需作灰皮的地方封護上以做隔離。一般添加的顏色有紅、黃、黑和

咖啡色等幾種。如加紅色時用鹼性橙（俗稱塊子金黃），亦有用朱砂的；加黃

色就用高錳酸鉀，做出的黃色稱為鐵銹黃；加黑色就用硫化汞或一般黑色染

料。著色時先將器物加熱後，在需加色的地方塗上顏料，深淺視需要而定。此

外，有用硝酸、硫酸各一半再加50%的水浸泡器物，主要作用是吃縫，以便使

人感覺灰皮。每一種玉所能接受的強度不一樣，時間也不一樣，這是很講究經

驗的，同時也比較危險；長時間接觸會對人體造成一定的傷害。各種酸鹼對各

種玉腐蝕程度不同，產生各種不同效果，再利用著色劑，就可以作出各種近似

沁色色彩，最後表面壓光處哩，這種方法依區域及各人手法不同而仿真程度也

有所不同。

（五）不貪圖近利與約束自己的投機心理：誠然，每一位收藏愛好者都想

以盡可能低的價格買到上乘的珍玩，但在信息如此快捷的今天，經營古玩者所

擁有的信息和專業知識未必比你少。如對方指著一件玉器文物說是與商代或某

某博物館的玉器一樣相類，而只要幾千元！不用說，絕對是不真的居多。反

之，如對方要的價高；可也不一定是真的！一切都需購買者運用自己的知識、

經驗與鑑識能力去辨別，畢竟一分錢、一分貨，前人不會比你笨，也不要太高

估你自己的能力。因此，應該儘量減少「繳學費」與避免「盲從」的時間，這

過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記取每一階段的收藏與鑑賞經驗；才是不斷進昇推

進的不二法門，因為機運總是留給有所準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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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玉器的清潔、保養、修復與保存

由於玉器的珍貴與價值，一般來說傳世玉器歷朝歷代都會受到較好的保存

保護，但由遺址、墓葬內發掘出來的玉器，由於惡劣的環境，也會使玉發生變

質、變色和風化。因而同樣存在如何維護保養的問題。玉器有「生坑」、「熟

坑」之分，出土不久之古玉稱生坑，洗刷乾淨後放在熱水中約十分鐘拿出來叫

提灰，俾使樸玉快些脫胎，這時古玉表面常會有白白的一層叫做玉醭（俗稱灰

皮沁），經盤摩後玉醭消失出現光澤，再盤再養始呈現熟舊脫胎現象即為熟

坑，在市面上購買到的玉器，必須注意幾件事：

（一）玉器滿身是污泥土時，不要把它當成寶，應小心清洗掉，如果真是

剛出土玉器，不論怎麼洗，在滲入玉質肌理中的土沁是洗不掉的，但若只是短

暫埋個幾個月或幾年的話，那麼一定嗅聞不到任何的入土味的，也就真假立

現。又真如老三代的出土玉器（泛指商、周、戰漢代以前），其玉器上的泥土

一般都雜有紅色硃砂、絲織品、漆皮漆繪、墨書、銅綠或鐵銹沁色，其他如隨

附在器表的有機或無機物質，諸如此類一手考古資料及訊息豐富，求之已是不

能得了，哪裡還有清洗掉的道理。

（二）一般來說，出土古玉器上的泥土也會因為出土地區或地點的不同，尤

其是所謂的「中土」地區的今山東、山西地區出土的古玉器，其出土後附著在器

物表面的一層黃褐色的硬質次生泥土，非常堅實而不易去除，而「西土」與「南

土」等區域則泥土比較鬆軟，相對的玉器表面也會比較乾淨與清晰完整的。

（三）玉器滿身是油污時，應先用溫水沁泡與洗刷，以免玉器的表面毛細

孔被油污所遮住，不過，購買時仍須注意，玉器表面的油潤是天然的還是後人

的抹油或抹蠟。如是後人的人為傑作，那麼依據筆者的經驗與研究，玉器抹油

不外乎是「遮蔽」、「掩飾」與增加「光澤」、「潤飾」以增加牟利。可想而

知，體質完好之玉器何須如此過分的修飾與潤澤呢？一般有此現象的玉器，其

手感必定不好，而且生澀穢暗幾無玉器應有的光澤與潤澤等自然美感。

（四）美玉的藝術質感有兩種，一是先天的自然美（物質本色與氧化顏

色）；二是後天的盤摸美。8 尤其質料良佳的美玉是可以透過不斷盤摩、潤刷

8 盤色是玉器在手中盤摸所產生的顏色變化，這種顏色主要出現於傳世玉器。一些玉器製成後，沒有經過土中
埋藏，在傳世過程中長期經人盤摸，色澤會產生變化，有人稱之為「熟」、「熟坑」等。有一些玉器經埋藏
產生色變後又經盤摸，也會成為「熟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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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使得古玉本來的玉質顯現出潤澤光亮，其目的在更增加玉器的美觀與價

值，也只有質地好、種頭好的玉器方能增加其光華與內蘊的。但是並非所有的

玉器都適合盤摸，尤其是氧化老化銹蝕與鈣化嚴重的出土生坑玉器是絕對禁止

把玩的，其因是方出土的玉器表面經常可以發現有一層氧化老化或質變層的堆

積次生物質，此種現象是古老的最佳身分證明；如坊間所稱之「紹興坑」、

「雞骨白」等等，質地鬆軟易粉碎者亦不宜把玩或過分盤摸，免的適得其反，

傷心後悔莫及。

（五）雖說玉不入刀，也許有人會指導你用刀測試；或刻劃玻璃，但請千

萬不要嘗試，那是非常不明智與不道德的，而且可能吃不完兜著走，施力不當

更破壞或干擾日後工藝技術上的研究與訊息的查證。

（六）部分出土古玉仍淺藏著侵蝕與斷裂紋，尤其是雕鏤特別細緻的邊角

等位置，以及刻意刷洗特別容易受傷受損，因此在選購與把玩時應特別注意，

不但可降低爭議與投資的風險外，更可以從中細心體會古人的用心。雖說古玉

的完整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最後的價值評斷仍是在於藝術的完整度上，而且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因此，不得不謹慎小心為是。

（七）玉器的修復，出土的歷代玉器，由於自身質地堅硬，所含礦物成份

絕大部分為矽氧化合物，具有耐酸鹼的特牲，埋在地下時日一久自能穩定合適

於環境的平衡狀態。出土後玉器表面上的土垢是較易清除。如出土雜亂或是墓

室環境不佳而破碎時，在沒有缺損的情況之下，大多可以拼對復原。當玉料內

含碳酸鹽或磷酸鹽質時，極易受屍體或有機物的腐蝕，使玉既無光澤，又呈失

透的灰白色。此時，只能用中性的軟皂水或5~10%的氫氧化銨，再用4%聚醋

酸乙烯酯（PVA）、（PVAC）或丙烯酸酯類樹脂（B72、B74）與丙酮或乙醇

溶液滲固，或者以還氧樹脂（EP）拼對粘結緻密與復原。9 

（八）對於玉器的修復任務主要是黏接，首先確認斷口有無油污或污損，

如有時可使用丙酮等揮發性有機溶劑清洗斷口，小件器物以三甲樹脂或丙烯酸

酯AB膠系列（俗稱三秒膠、快乾膠）滴塗粘接面，膠液不宜過多，用手擠壓

合縫嚴密，保持一會再鬆開，逐塊粘牢以至整體復原，再以小刀片修飾多餘的

9 曹子玉，《賈氏文物修復之家》，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頁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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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出膠部位。

（九）玉器的清潔與保養，在處理一件被土沁咬過的或被礦物成分氧化，

在器表凝結成一層鈣灰質外殼的玉石製品時， 10 用傳統手工泡洗方法需花費

很長的時間和工序，並在泡洗時容易產生人為的直接破壞與風險。如運用現

代科學技術，一件翠玉佩的清潔增光只需約1~2個小時。如果使用更新的超聲

（音）波清洗器來處理，一件銹絀不堪的傳世古玉僅需20分鐘即可恢復光亮，

軟性媒介粉末是必不可少的，但切記出土古玉的特殊限制即可。

（十）出土的古玉器，一般都被當成貴重寶物來保存，因而人為損壞的可

能較小，尤其硬玉類的色彩、光澤始終鮮豔與透明晶瑩，堅硬而不易磨損；只

要防止遭受重力擊壓即可，否則施力過當也會斷開碎裂。軟玉的硬度較小些，

質堅韌而不易碰碎，但不能近火燒烤，它較易開裂。其次也應該避免與其他的

尖硬器物相接觸或磨擦。因此，一般的生坑出土軟玉器收藏與存放，應該儘量

不做堆疊或過分擠壓的方式存放，而要單獨的存放與安全包裹保護即可。一般

來說，由於玉器是質堅硬度高而耐酸鹼質環境的文物，因此不需做過份的保

養，只需要注意以上說明的存放與收藏重點即可。

肆、小結

一件古玉的令人著迷，除了它本身的藝術美感與文化價值外，最主要的還

是在於它能默默地傾聽與記憶著人文所經歷的漫漫歲月。如果它是一種時空的

記憶膠囊，那麼，人們試圖透過經常把玩摸挲古玉，試圖可以就由它的玉質、

形制、造形、花紋等，推測當初製作時的社會、文化盛世與背景，藉由它所隱

含的風骨德行，思及與它所曾經經歷過多少人的珍愛、珍藏與情感，獲得慰藉

與助益。而其中的翹楚應當首推號稱「十全老人」的清高宗乾隆皇帝了，這也

是每一個古文物或玉器研究人員追求的最大心願與目標。

隨著近二十餘年來，雖然大陸地區的逐漸趨向政治改革與經濟開放政策，

較具計劃與科學性的考古研究工作亦趨成熟，越來越多年代明確可考的古代墓

10 表面形成薄薄一層堅硬像乳脂一樣的鈣灰質，生成的微結晶結構致密，是生物代謝產生和方解石在長時期一
定條件下的反應，薄膜的厚度約1-10mm之間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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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及其隨葬品，在較有系統的研究與資源整合及國際交流贊助計劃下，確切且

完整的古代墓葬及玉器文物資料重現在世人的眼前，數量之多；質量之精美，

更引發海內外對古代玉器的研究與學習新熱潮，亦包括出土墓葬位置、堆砌層

別，以及相鄰近器物種類、水文、土質土層結構等等的可靠文化訊息。但是由

於出土玉器數量眾多，對於各個區域或年代所出土的各類玉器與文物之間的研

究，亦缺少較多的橫向研究與聯繫，更有不少部份是因為歷來的不法盜墓所流

散出來的。因此，對於坊間傳世古玉的比對與鑑定工作，仍無法統計與歸納統

計，在還沒有一套制式可依循的真偽鑑定以及標準程序認定之前，對於古玉的

研究兩岸三地一直未能形成一個具權威性的發展學科。

至於如何分辨後代的仿古或現代的刻意作偽與造假，一個成熟的玉器研究

人員首先必須做到綜合考慮一件玉器的材料與質地、大小尺寸與功能、形制與

造形、紋飾與佈置、雕琢與技法，甚至玉器表面皮殼色澤因時空環境而產生的

各種複雜的物理化學風化、老化等等現象，最後才是文化上與經濟上的綜合價

值。由以上的各個主、次及客觀條件共同組成，而依據玉器的真實面目與藝術

美感的呈現與風格味道，來決定它夠不夠老？或是該有多老？文化藝術性如

何？以便將其還原或回歸到適切的文化與年代歷史的位階上去。以上種種的判

讀元素與元件，則都必須憑藉觀者的主觀天份（手、眼、心的契合）與客觀的

學習環境經歷，依據個人與專家學者的心得與經驗建議，最理想的學習途徑應

具備有美術與工藝科班的基礎訓練，或工藝美術史、美術系（所）等的史學研

究訓練，再加上專業的博物館學、文物保存維護修復技術與科學（包括材料科

學、考古學的、礦物學的、物理化學分析等基礎科學訓練）等等諸多相關的文

化藝術涵養與審美概念，加上經年累月的實務經驗交互運用的具體結果，最後

方能進一步的了解區域或整體文化遺存物、文化資產（財）間的保存、維護與

傳承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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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青玉四獸紋琮   玉石   徑9   71-00209

圖3   青玉牌   玉石   長5.7  寬3.9  厚0.4
71-00423

圖5   墨玉雙龍系璧   玉石   徑8.5  孔徑5
71-00569 

圖2   白玉弦紋琮   玉石   長3.8  寬3.8  高2.1
71-00326

圖4   青白玉獅   玉石   寬17  高9   71-00738

圖6   白玉龍鳳珮   玉石   長8.2  寬4.5  厚1
71-0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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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白玉透雕珮   玉石   長8.7  寬5.4
71-00605 

圖9   白玉透雕人物珮   玉石   長7  寬4
71-00353 

圖11   青玉素玔   玉石   徑8.3  孔徑6.9
71-00633

圖8   青玉童子花船珮   玉石   
長6  寬1  高3.5   71-00876 

圖10   青玉古琴珮   玉石   長10  寬3.1  厚1
71-00959

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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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正面 圖13   反面

圖14   白玉壽桃   玉石   長6.4  寬3.3  厚2.5
71-00882

圖16   鳳紋韘形玉珮   玉石   長5  寬5  厚0.3
89-00589 

圖15   白玉扳指   玉石   徑2.3  高2.4
71-0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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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正面 圖18   反面

圖17   反面

圖19   正面 圖19   反面

圖17   正面
白玉鴨   玉石   寬18.5  高13.6   76-00300 

白玉水銀浸辟邪   玉石   高6.5  寬3  厚1.5   07108

玉璧    玉石   徑17  孔徑4.2  厚0.7   0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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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正面
瓏   玉石   長4.8  孔徑2.6  寬7.6  厚0.4   h0000222 

圖21   反面

圖20   18世紀   九柄如意   玉石    h000025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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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正面

圖22   反面

圖22   側面
玦   玉石   外徑2.7  內徑1.5  寬0.6  高0.6   h00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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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正面

圖23   反面
珩一件（186-1）  玉石   玉珩：長9.3  寬2.1  厚0.4   h0000247

圖24   正面
珩   玉石   長7.2  寬4   h0000211

圖24   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