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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有着顽强的生
命力和少有的延续性。在世界上诸多古老文化中，如古埃及
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有
的早已灭绝，有的遭到破坏，出现大断层。中华文化虽然也几
经跌宕，却始终不断，并且代有发展。这与古代中华民族的精
神密切相关。这些基本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珍
惜，继承和大力弘扬的。为了帮助青少年朋友了解中国的悠
久历史和文化，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百挠的发展历
程，了解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我们特编写了这套
《中华青少年百科经典》。

本套书集纳大量的历史文化细节，以丰富的知识和史料，
娓娓讲述各类事物精彩的历史文化，内容涵盖中国陶器、青铜
器、剪纸、玉石、漆器、纺织等方方面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真
切逼真地再现了中国社会独特而百态纷呈的生活景观。蕴涵
着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绵延不绝的永
恒价值与魅力。

我们努力使这套百科精萃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经
典读物，经过潜心研究、探讨、搜集整理，又承蒙有关人士的指
导及各位挚友们的名示，得以编写而成的。是一套集学术性、
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书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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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朋友从拥有《中华青少年百科经典》开始，中国历史文化
宝库的大门由此而开启，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你我得
以在此流连忘返，受用无穷。

因本人才疏学浅，知识匮乏，差错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朋
友们批评指正，以便改进，谢谢合作！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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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银器发展史

中国金银器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每一
时期的金银器都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我们追溯那
古老的岁月，去大致了解一下它的发展轨迹吧。

第一节 商周金银器: 小巧简约

器形小巧的商周金银器

中国迄今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最早的
黄金制品是商代的，距今已有 3000 余年
的历史。商代金器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以
商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及商王朝
北部、西北部和偏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甘
肃、青海及四川等地，都曾发现过这一时
期的金器。一般地讲，这个时期的金器，
形制工艺比较简单，器形小巧，纹饰少
见，大多为装饰品。

如果将商王朝统治区与周边地区出土的金器进行对照，
就会发现，它们似乎是分别在几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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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在形制和偶有发现的纹饰上，地区文化的特点十分
鲜明。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
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金饰品，
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
令人瞩目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金
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其中颇为独特的金面
罩、金杖和各种金饰件，也都是商文化及其他地区文化所未见
的。金银器早期的发展情况，也反映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
多元性和不平衡性。这是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和自然条件复杂
所决定的。

商周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银器的发展奠定
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
展，也促进了金银工艺的发展; 并使金银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
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早期的金银制品大
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是用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
或者说，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的。
最迟在西周时期，金银平脱工艺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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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春秋战国金银器:清新活泼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
变化。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
度发展的一个标志。从出土地点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布
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
多。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出现，十分引
人注目。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南北方差异较大，
风格迥异。北方匈奴墓出土的大量金银器及其金细工艺的高
度发展，尤令人瞠目。

这个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陕西宝鸡益门村
2 号秦国墓葬、河南洛阳金村古墓、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
地、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此时南
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人注目。最
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中
原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大体看来，与北方匈奴少数民族地区
金银器的形制风格截然不同，多为器皿、带钩等，或是与铜、
铁、漆、玉等相结合的制品，其制作技法仍大多来自青铜工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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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秦汉金银器:繁荣发展

秦代金银器迄今为止极为少见。曾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
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始皇三十三年造的鎏金
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这种在银器花纹处鎏金的
作法，唐代以后十分盛行，金花银盘亦为唐代金银器中很有特
色的主要品种。

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
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
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
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亦
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总体上说，金银器中
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更少见，可能
因为这个时期鎏金的作法盛行，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迄今
考古发掘中所见汉代金银器皿，大多为银制，银质的碗、盘、
壶、匜盒等，在各地均有发现。一般器形较简洁，多为素面。

汉代金银制品，除继续用包、镶、镀、错等方法用于装饰铜
器和铁器外，还将金银制成金箔或泥屑，用于漆器和丝织物
上，以增强富丽感，最为重要的是，汉代金细工艺本身逐渐发
展成熟，最终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走向独立发展的道
路。汉代金钿工艺的成熟，使金银的形制，纹饰以及色彩更加
精巧玲珑，富丽多姿，并为以后金银器的发展繁荣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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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金银器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广西、
广东、陕西、甘肃、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均有发现。除
大量金银饰品外，主要还有车马器、带钩、器皿、金印和金银医
针等，涉及面较为广泛。在吉林省通榆的北方鲜卑族墓葬、西
北新疆乌孙墓葬、车师国故地、焉耆古城等遗址，以及云南晋
宁石寨山滇族墓地也发现了金银器，大多为金银饰品，如牌
饰、金花、首饰、带扣等，具有较浓厚的民族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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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金
银器:独具异域风采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朝代更替频繁，社会经济亦
遭受破坏。然而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共存的生活中，逐渐
相互融合，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加之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
使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
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
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
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

在这个时期的墓葬中，常可以看到民族间相互影响和融
合的迹象。辽宁北票冯素弗墓中出土了“范阳公章”龟纽金
印、金冠饰、人物纹山形金饰、镂空山形金饰片等，这些金银器
既有汉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

这个时期的金银器皿仍不多见，且所见大都带有外来色
彩。如山西大同小站村封和突墓中出土的鎏金银盘、银高足
杯和银耳杯等，除耳杯外，鎏金银盘和银高足杯均为波斯萨珊
朝制品。

同时，随着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这个时期金银器的制作
和功能亦颇受影响。江苏镇江东晋墓出土一件金佛像牌，呈
长方形，正面线刻有裸体全身佛像，头顶灵光，面带稚气，应为
释迦出土童像。这种用于佛教奉献的金银制品在唐宋以后极
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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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唐代金银器:绚丽多彩

唐代，金银器制作有了重大发展。近几十年来的几次大
宗发现，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金银器，又成了显示唐王朝富
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不是吗? 当你看到那数量众
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时，一定会联想到
唐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可以说，中国古代金银器皿是在唐代及其以后兴盛起来，
而金银器皿又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金银器从器
物种类来说，可以分为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
品及宗教用器。

唐鸿雁折枝花纹银匜

唐代金银器纹样丰富多彩，这些纹饰与器形一样，具有强
烈的时代特点和风格，透过它们，我们确实可以感到唐代现实
生活的五彩缤纷和文化艺术的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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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技术也极其复杂、精细。当时已广泛
使用了锤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錾刻、镂空等
工艺。

唐代历时近 300 年，金银器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初唐到唐高宗时期( 公元 618 ～ 683 年) ，器类品种不多，

有碗、盘、杯、壶、铛等。其装饰特点是划分出许多区段来配置
图纹，装饰区间多在 9 瓣以上，甚至于有 14 瓣的，这些区间瓣
多錾刻成 U形或 S形。棱形器物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

唐摩蝎纹金杯

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 公元 684 ～ 755 年) ，器形种类增
多，上一期 12 瓣以上的装饰区间手法已被淘汰，大量采用六
等分、八等分来装饰配置纹样，装饰瓣多为莲瓣形且多为双层
叠瓣，U形瓣已极少见，S形瓣不再出现。

总之可以说，从唐初到玄宗时期金银器皿受西方的影响
较大，但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外来因素逐渐减少和消
失。如高足杯、带把杯、折棱碗、五曲以上的多曲器物和器身
呈凸凹变化的器物很流行。纹饰有忍冬纹、葡萄纹、连珠纹、
宝相花纹、禽兽纹和狩猎纹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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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女狩猎纹八辨银杯

肃宗到宪宗时期( 公元 756 ～ 820 年) ，装饰手法多彩用
多重结构为主的六等分法，盘类多附三足，出现仿生器形，即
仿照动物等的造型。已不见高足杯、带把杯和多曲长杯等。

穆宗到唐末( 公元 821 ～ 907 年) ，器形种类繁多，盒、碗
类器物出现高圈足，仿生器形更多一些，流行四等分、五等分
的装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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