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三分之一史前玉器省博展出

龙龙山山良良渚渚玉玉器器穿穿越越六六千千年年聚聚首首

记者在省博三楼西侧“玉
润东方——— 大汶口-龙山·良
渚玉器文化展”现场看到，展出
的史前玉器无论是数量还是等
级，都十分令人“开眼”。其中，
距今6300-4000年前大汶口—
龙山玉器，与距今5300-4200
年的良渚玉器在同一展厅同时
展出，前所未见，有助于观众一
窥当年山东、浙江两地先民不
同的治玉技巧和审美习惯。

这洋洋大观的300余件玉
器中，有古代先民祭祀和生活
所用的玉璧、玉琮、玉圭、玉璋、
玉璜、玉琥等多个器类别，均造
型各异，精美绝伦。按照我国玉
文化的发展脉络，又可分为天
地之灵、东方生活、玉殓玉藏、

他山之石、未解之谜五个单元，
历数每件玉器在古代的祭祀、
生活、殓葬等用途。从古玉的玉
质方面，进行比对和介绍。同
时，图文并茂地讲解古人治玉
的方式方法，让人参观之后有
种大开眼界之感。

此次展览还从良渚文化博
物馆借来古玉仿品，供孩子们
拓印良渚玉器精美、神秘的图
案。还可体验由古玉图案制成
的“玉拼图”，加强对古玉风格
特点的感受。

记者采访中注意到，此次
山东大汶口—龙山玉器和浙江
良渚玉器同厅展出，带给观众
们的看点多多。比如，山东各地
古遗址、古墓葬中出土的史前

玉器，以武器居多，如钺、斧、
刀、铲，造型与我省各地博物馆
典藏的青铜器相仿，显示当年
山东各地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征
战。而良渚玉器常见器形为玉
琮、玉璧、玉璜等礼器、祭祀器，
显示当地先民处于高度的思想
统治之中；另外，相比良渚玉器
表面有很多精美、繁缛的装饰
纹样，做工精细，山东玉器表面
要朴素的多，但在切割、镶嵌等
方面明显长于良渚，现场展出
一件龙山文化“四孔大刀”和一
件龙山文化“大玉刀”，风格粗
犷，长约40多厘米，宽约20厘
米，器形硕大十分罕见，但是厚
度只有约2毫米，显示出超绝的
切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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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
中，还调集山东各地16家省、
市、县博物馆多年珍藏的近
150件史前玉器。既有山东博
物馆典藏，也有山东大学、青
岛、东营、泰安等市博物馆，
莒县、诸城、五莲、海阳、沂
南、安丘等县博物馆多年来
珍藏的玉器。我省一些县、市
博物馆所藏文物，尽管没有
山东博物馆这样全面、海量，

但就其某一方面来说则颇具
特点，这一点在史前古玉方
面充分体现。

本次玉器展的策展人、山
东博物馆典藏部周婀娜接受采
访说，此前山东考古界在数十
年工作中，共发现有史前玉器
的墓葬及文化遗址30多处，一
共出土古玉不到400件，此次展
览相当于集中了全省已发现史
前古玉的约1/3，堪称规模力度

空前。如此展览不仅大大降低
了观众逐一博物馆参观的时
间、精力耗费，尤其难得的是可
以全面了解山东地区史前玉器
的概况和特点。通过东西、南
北地域出土的古玉对比，了
解山东史前古玉的总体特点
和分布。比如，山东五莲、海阳
等地出土的史前玉器中，玉璇
玑的造型较多，而在内陆则较
少出现。

除了调集全省各地现有史
前玉器珍藏，并与浙江良渚文
化玉器联合展出，此次“雨润东
方——— 大汶口-龙山·良渚文
化展”还请来中国社科院考古
所珍藏的10件难得一见的史前
玉器。

其中有一件玉簪独立成柜
展出，吸引了大量观众尤其是
女性观众好奇的目光，这件玉簪
生成年代为距今4600年前至
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出土
于山东临朐县西朱封史前遗址。

记者注意到，这件玉簪实
际由两件玉器拼插镶嵌组成，
与其他同时代玉器相比，质地
明显更白、更润、更透。有了这
件玉器，山东人完全可为老祖
宗的“山东工”骄傲一把。

24日上午，省博将邀请中国
台北故宫博物院原玉料科科长、
原文物处处长邓淑苹到场，为观
众讲解古玉有关知识。同时，将
邀请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史前考
古专家朱乃诚先生到场，和省内
考古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分享。

14日从山东博物馆获悉，集中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的300多件（组）
珍贵玉器近期在该馆开展，展期3个月，将于11月9日结束。本次展览开创多个先例，其中，
将山东16家博物馆同类文物集中在一起展出，尚属该馆首次，为今后的展陈工作留下可资
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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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千至6千年前鲁浙古玉联袂展出

集中山东出土史前古玉1/3

开创多馆文物集中展览的先例

神秘的史前玉器吸引众人的目光。

吸引女性观众的玉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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