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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系統玉器」是筆者在深入檢視清宮典藏的傳世玉器，歐美各博物館典藏

二十世紀初流散的中國玉器，再核對考古學家徵集與發掘的玉器後，於1993年提出

的嶄新觀點。在當時是不合學術界主流見解的。

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既有了礦物學的分析、又有新的考古訊息公布，雖然在

廣袤的華西地區，科學考古工作仍嫌不足，但也累積出相當的成績。基於此，筆者

總結了華西玉器的研究現狀，預測了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更從玉質種類、製作技

術、器類發展、紋飾流傳等各方面深入探索，認為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華西與華東

玉器差異風格的形成，與自然生態有關。

約在西元前二千年左右，由於某種目前還無法瞭解的因素，導致黃河中上游的

考古學文化產生突變。融合了本土原生風格與華東傳入的文化因素，大璧、大琮、

大圭、大刀、大聯璧以及牙璋等，建構起黃土高原上特殊的宗教信仰，剛勁質樸的

玉禮器群與金屬器用等，讓這兒的社會高度發展，逐漸步入文明時期，產生了國

家。

新石器時代晚末期、華西、玉器、東夷系神祖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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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應新，〈陝西神木縣石 龍山文化遺址調查〉、〈神木石 龍山文化玉器〉。
2      鄧淑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三—工具、武器及相關的禮器〉。
3      戴應新，〈神木石 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六）〉。鄧淑蘋，〈也談華西系統玉器（一）至
（六）〉。

4      黃宣佩，〈齊家文化玉禮器〉。
5      楊伯達，〈甘肅齊家玉文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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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楊伯達，〈甘肅齊家玉文化初探〉。黃宣佩，〈齊家文化玉禮器〉。黃翠梅，〈傳承與變異—論
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琮形制與角色之發展〉。岡村秀典，〈龍山文化後期玉器的傳播〉。

7      1979-80筆者曾在歐美探訪多所收藏中國古物的重要博物館，在每所博物館庫房中，仔細檢視，
並詳加記錄。但僅就牙璋一項做過初步統計，發表為鄧淑蘋，〈「牙璋」研究〉。

8      戴應新，〈我與石 龍山文化玉器〉。
9      石 玉器的年代向有爭議，近年因神木新華遺址的發掘，才有了斷代的依據。根據：陝西省考古
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新華》。新華遺存年代為西元前2150-1900年。新華遺址
發掘者認為石 玉器年代與之相當。見孫周勇，〈陝西神木縣新華遺址出土玉器初步研究〉。孫周
勇、喬建軍，〈石 玉器年代的考古學檢視〉。但綜合其他考古資料（如二里頭、廣漢等）筆者認
為石 玉器的下限可能還晚至西元前1600年。

10    八○年代晚期，筆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執行購藏公務，即發現大量華西風格玉器流散肆間。臺灣
也有人在八零年代晚期，多次出入甘肅，購藏了大批史前玉器。

11    鄧淑蘋，〈古玉後雕的新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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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玉器庫典藏的清宮舊藏為例（不包括珍玩庫中多寶格裏的玉器），良渚文化玉
璧只有2件，但史前華西系玉璧至少46件。良渚文化玉琮只有8件，但史前華西系玉琮約三十多
件。筆者瞭解歐美多間收藏中國古玉的博物館中，華西系璧與琮的數量也常遠多於良渚文化的璧
與琮。

13    Elinor Pearlstein, “Ancient Chinese Jades, The Sonnenschein Legacy,” 98-110.
14    Alfred Salmony, PH.D., “Archaic Chinese Jades.” 
15    葉茂林，〈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玉器初步研究〉。
16    給筆者啟發的論文有：牟永抗，吳汝祚，〈試談玉器時代—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牟永抗，
吳汝祚，〈試論玉器時代—中國文明時代產生的一個重要標誌〉。Hong Wu, “A Great Beginning
– Ancient Chinese Jades and the Origin of Ritual Art.”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邵
望平，〈海岱系古玉略說〉。饒宗頤，〈紅山玉器豬龍與豨韋、陳寶〉。文中有關「瑿毋閭之珣玗
琪」「夷玉」就是興隆洼—紅山系玉器的說法。以及劉起釪，《古史續辨》。

17    鄧淑蘋，〈古玉的認識與賞析—由高雄市立美術館展覽談起〉。〈由藍田山房藏玉論中國古代玉
器文化的特質〉。

18    該會議論文延至1997年出版。“A Theory of the Three Origins of Jade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9-
25. 但中文發表為〈中國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論〉，《中華文物學會1995年刊》。

19    嚴文明，〈中國古代文化三系統說〉。

12 3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3 

1952 14 18.4

1993

15

16

1994 17 1995
18 

19 



「華西系統玉器」觀點形成與研究展望 5

20 

5000
21

5000

區　　　　域 考　古　學　文　化 年　　　　　代

仰韶文化 約西元前 5000 – 3000 年

黃河中游
廟二文化（晉南、豫西） 約西元前 3000 – 2500 年

陶寺文化（晉南） 約西元前 2600 – 1900 年
山西、豫西、陝西

客省莊文化（陝中南） 約西元前 2600 – 1900 年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陝北） 約西元前 2150 – 1900 年

仰韶文化 約西元前 5000 – 3000 年

黃河上游
宗日文化（青海） 約西元前 3500 – 2200 年

馬家窯文化（甘、青） 約西元前 2900 – 2000 年
寧夏、甘肅、青海

菜園文化（寧夏） 約西元前 2800 – 2200 年

齊家文化（甘、青、寧） 約西元前 2100 – 1600 年

岷江流域（四川） 三星堆文化 約西元前 1700 – 950 年

20    今日有的地理學者將寧夏歸為黃河中游，但從史前考古學觀點分析，該區與黃河上游屬於同一個
文化區。

21    年代範圍大致依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考古學‧夏商卷》。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
木新華》。謝端琚，〈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不過在許新國，〈青海考古的回顧與展望〉
一文，將馬家窯文化訂為西元前3000-2000年，宗日文化訂為3600-2000年。略有出入。廟二文化
的年代有四家之說，本文選擇較常見的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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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 S. Dye,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高大倫、邢進原，
〈四川兩處博物館藏三星堆玉石器的新認識〉。

23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石庖丁形玉器與骨鏟形玉器〉。
24    黃河中游地區的相關論文，依出版年代為序有：戴應新，〈陝西神木縣石 龍山文化遺址調查〉。
〈神木石 龍山文化玉器〉。戴應新，〈神木石 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至（六）〉。鄧淑蘋，
〈也談華西系統玉器（一）至（六）〉。鄧淑蘋，〈「牙璋」研究〉。王克林，〈論玉璋起源演變與
功能〉。張長壽，〈論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玉器〉。楊泓，〈中國古代刀形端刃玉器初析〉。戴應
新，〈石 牙璋及其改作—石 龍山文化玉器研究劄記〉。岡村秀典著、姜寶蓮譯，〈中國史前
時期玉器的生產與流通〉。姬乃軍，〈延安市蘆山 出土玉器有關問題探討〉。岡村秀典，〈西元
前二千年前後中國玉器之擴張〉。楊亞長，〈陝西史前玉器的發現與初步研究〉。高煒，〈陶寺文
化玉器及相關問題〉。鄧淑蘋，〈晉陝出土的東夷系玉器的啟示〉。劉永生、李勇，〈山西黎城神
面紋玉戚〉。楊美莉，〈院藏黃河上中游玉琮的研究〉。楊美莉，〈黃河上中游的玉圍圈〉。岡村
秀典，〈陝晉地區龍山文化的玉器〉。鄧淑蘋，〈故宮八件舊藏玉圭的再思〉。高煒，〈龍山時期
玉骨組合頭飾的復原研究〉。楊美莉，〈由器類組合看齊家文化玉器在渭河流域的流通〉。魏京
武，〈龍岡寺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質生產工具〉。高煒，〈龍山時代中原玉器上看到的二種文
化現象〉。孫周勇，〈陝西神木縣新華遺址出土玉器初步研究〉。孫周勇，〈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玉
器的幾個問題〉。宋建忠，〈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孫周勇、喬建軍，〈石 玉器年代
的考古學檢視〉。戴應新，〈我與石 龍山文化玉器〉。孫周勇，〈神木新華遺址出土玉器的幾個
問題—兼論石 玉器的時代〉。李健民，〈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石鉞〉。陶正剛等，〈山西芮城縣坡
頭遺址出土玉器與良渚文化關係的研究〉。趙春青，〈試論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分期〉。劉
雲輝，〈陝西地區出土玉器概述〉。宋建忠等，〈山西地區出土玉器概述〉。馬蕭林、李新偉、楊
海清，〈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

25    黃河上游地區的相關論文，依出版年代為序有：吳平，〈齊家文化玉石器〉。楊伯達，〈甘肅齊
家玉文化初探〉。葉茂林，〈齊家文化的玉石器〉。葉茂林，〈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玉器初步研
究〉。黃宣佩，〈齊家文化玉禮器〉。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
中心〉。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謝端琚，〈黃河
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的幾個問題〉。葉茂林，〈從青海喇家遺址出
土資料再論齊家文化玉器〉。周述蓉等，〈從齊家文化玉器的玉質、次生變化及工藝製作技術看
齊家文化的玉文化與科學技術〉。李天銘、劉志華，〈甘肅省博物館藏齊家文化玉器〉。葉茂林
等，〈青海民和縣喇家遺址出土齊家文化玉器〉。劉志華、孫瑋，〈武威皇娘娘台出土的齊家文
化玉石器〉。王國道等，〈青海齊家文化玉器研究〉。葉茂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地區出
土玉器概述〉。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研究〉（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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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分別見：2003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夏商卷》。趙春青，〈試論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分
期〉。宋建忠，〈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以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局、芮城
縣文物局，〈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

27    如發掘者高煒的意見，見其1998、2002年論著，詳註24。以及2003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夏
商卷》，頁59。

28    宋建忠，〈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趙春青，〈試論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分期〉。
29    宋建忠，〈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
30    高煒，〈陶寺文化玉器及相關問題〉、高煒，〈龍山時期玉骨組合頭飾的復原研究〉。
31    黃翠梅，〈傳承與變異—論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琮形制與角色之發展〉。黃建秋，〈良渚文化分佈
區以外的玉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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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山西省博物館，《河山之精英—晉陝豫古代玉器精華展》。
3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芮城縣博物館，〈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玉器〉。
34    陶正剛等，〈山西芮城縣坡頭遺址出土玉器與良渚文化關係的研究〉。
35    高煒，〈龍山時期玉骨組合頭飾的復原研究〉。
3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局、芮城縣文物局，〈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薛新
民，〈山西芮城清涼寺廟底溝二期墓地〉。

37    劉永生、李勇，〈山西黎城神面紋玉戚〉。
38    馬蕭林、李新偉、楊海清，〈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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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楊亞長，〈陝西史前玉器的發現與初步研究〉。
40    戴應新，〈從上泉玉琮說起〉。
41    肖琦，〈隴縣博物館收藏的玉璋〉。
42    楊亞長，〈陝西史前玉器的發現與初步研究〉。
43    張長壽，〈論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器〉。他從1925年伯希和（P. Pelliot）的紀錄，樂提（S. C.

Nott）1936年的論著，以及薩爾摩尼（A. Salmony）1931年德文、1963年英文論著等，作了綜合
介紹。不過在該文中稱牙璋為「刀形端刃器」。

44    Soame Jenyne, Chinese Archaic Jad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plate XIV.
45    同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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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木新華》，第六章。
47    鄧淑蘋，〈晉陝出土的東夷系玉器的啟示〉。
48    從圖13等齒棱比較複雜，器表又刻了平行或交叉線紋的牙璋來看，石 的年代下限可到西元前

1600年。
49    據戴應新先生追憶，石 也有玉璧與石琮，但他因故沒有徵集。他又記載陝北的米脂、靖邊、府
穀，內蒙古的准格爾旗都有發現與石 類似的玉器。見〈神木石 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

50    J.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No. 15.
51    謝端琚，〈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頁18-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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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黃河中 晚　期　早　段 晚　期　中　段 晚　期　晚　段

遊地區 4800-3000B.C. 3000-2500B.C 2500-1600B.C.

山　西 廟二文化（芮城清涼寺、 陶寺文化中晚期（陶寺）

下靳）陶寺文化早期 黎城遺址

工具及相關禮器：鉞、刀 工具及相關禮器：鉞、刀、圭、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琮、璧 戚、神祖紋戚

、雙璜聯璧、牙璧、凸緣璧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琮、璧、

璜、聯璧、梳、笄

豫　西 仰韶文化中期 廟二文化（陝縣廟底溝）

（靈寶）鉞、環 裝飾品：璜

陝　中 仰韶文化早期 客省莊文化（上泉、王馬嘴、客省莊、寶雞等）

陝　南 （龍崗寺、何家灣） 工具及相關禮器：錛、紡輪、刀鏟

斧、錛、鑿、鏟、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笄、環、璜、琮、璧

刀、簇

陝　北 大口文化寨 類型（石 、新

華、廬山 、甘泉）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鏟、鉞、

戚、圭、牙璋、刀、多孔刀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笄、墜、

琮、璧、環、璜

52    文中引用閻亞林1999碩士論文紀錄甘肅武威海藏寺齊家文化遺址出土一件耳飾玦。筆者認為在新
石器時代時玉玦流行於華東，未曾流行於華西。迄今海藏寺出土玦還是孤證，不排除是華東地區
玉器經貿易等管道流傳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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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
54    葉茂林，〈從青海喇家遺址出土資料再論齊家文化玉器〉。
55    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的幾個問題〉、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研究〉。

2600-2300

53

54 

5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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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06

57 

56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
57    鄧淑蘋，〈紅山文化玉器與良渚文化玉器學術研究的比較與省思〉。

黃河上 晚　期　早　段 晚　期　中　段 晚　期　晚　段

遊地區 4800-3000B.C. 3000-2200B.C 2200-1600B.C.

寧　夏 菜園文化（海原菜園、隆德 齊家文化（固原、西吉、隆德、

頁河子、固原店河等） 海原等）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錛、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鏟、錛鑿、

鑿、圭 刀、多孔刀、鉞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琮、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笄、墜、

璧、璜、聯璧 鐲、琮、璧、璜、圍圈

甘　肅 仰韶文化 馬家窯文化（東鄉、岷縣、 齊家文化（武威、古浪、永靖、

（秦安大地灣） 蘭州、民和、廣河半山、天 天水師趙村、廣河齊家坪、

工具類：斧、錛鑿 水師趙村、樂都柳灣） 靜寧、莊浪等）

裝飾品：笄、墜、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鏟、錛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鏟、錛鑿、

鐲 鑿、刀、多孔刀 刀、多孔刀、鉞、圭、牙璋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笄、墜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笄、墜、

、鐲、臂飾、琮、璧、璜、 鐲、環、琮、璧、璜、聯璧

聯璧

青　海 宗日文化（同德、貴德、興 齊家文化（樂都柳灣、大通上孫

海） 家寨、西寧、民和下喇家等）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鏟、錛 工具及相關禮器：斧鏟、錛鑿、

鑿、刀、多孔刀 刀、多孔刀、鉞、圭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笄、墜 裝飾品及相關禮器：笄、墜、

、鐲、臂飾、琮、璧、璜 鐲、琮、璧、璜、聯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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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據筆者的探訪可知，最長的一把玉刀在芝加哥美術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長101.9公
分。圖片發表於Elinor Pearlste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s at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to:
Foundations of Scholarly Taste,” 42.

2600 1500

1979-80

58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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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X

1995

Freer Gallery of Art

59 

20

21
60 21

actinolite 61 62

63 22 25 64 

23

24

59    聞廣，〈中國大陸史前古玉若干特徵〉，頁220。錢憲和教授也有類似的研究，見其，〈古玉之礦
物學研究〉，頁227。

60    臺灣大學地質系錢憲和教授曾如此推測，筆者甚為反對。
61    同註44，該玉鏟編號99K1:23，質地鑒定見頁369。
62    閃玉nephrite是陽起石actinolite與透閃石tremolite以任何比例構成的固溶體solid solution。
63    楊伯達等，《中國和闐玉》，頁63-64。楊漢臣等，《新疆寶石與玉石》，頁89。
64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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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圖片效果最好的是：鄧聰主編，《東亞玉器》，彩圖66。
66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3》，36、41。
67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5》，1。
68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5》，145、167。
69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3》，8、14、96。
70    Berthold Laufer,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只有原版書才有此彩圖。
71  《中國出土玉器全集‧3》，30
72    王馬嘴出土的大型玉刀鏟是非常壯觀的一件玉器，1998年我在陝西省博物館看過實物。彩圖見王
長啟主編，《中華國寶—陝西珍貴文物集成‧玉器卷》，頁11。該書中稱之為「五孔玉璋」。

73    高雄市立美術館，《黃河文明—甘肅遠古彩陶特展》。
74  《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5》，圖39。

65 

7 66 

67 68 

22 25
69 

6

26 Berthold

Laufer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70 27

22 16.5-

18 0.78 57.5

28

8 71

77.2 32.5

11 72 

29 7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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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75 

31 76 77 

18
78 

79

80 

81

75    宗日玉刀彩圖見《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5》，圖151。謝端琚先生認為屬宗日文化，見：謝端琚，
〈黃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葉茂林先生歸入齊家文化。見葉茂林，〈甘肅、青海、寧夏、新
疆地區出土玉器概述〉。

76  《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5》，圖150。
77  《考古出土玉器全集‧13》，圖26、30。
78    聞廣，〈中國大陸史前古玉若干特徵〉，頁24-29。彩圖公佈於Thomas Lawton, “An Asian Art

Legacy,” 86. 
79    廣漢三星堆1986年發掘的大祭祀坑中，有用第三類玉料製作的凸緣璧。此二祭祀坑的年代已晚於
本文設定討論的年代下限1600 BC。也有學者認為凸緣璧是裝飾用品，而非禮制上的玉璧。

80    聞廣，〈中國大陸史前古玉若干特徵〉，頁221中仔細地描述了電子顯微鏡下看到的雛晶群，並對
變質作用的二階段作了合理的推測。

81    承蒙聞教授口頭告知。但我從照片觀察，洮河玉料的顏色分佈（灰白色圍繞深的藍綠色）倒相似
於本文所稱的第二種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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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黃翠梅、葉貴玉，〈自然環境與玉礦資源—以新石器時代晉陝地區的玉器發展為例〉。
83    有沈積文理的華西系帶刃器在商周時持續被改刀利用，筆者所見最薄的一件是在山西侯馬祭祀坑
出土的，可形容為：「薄如紙」。

84    姬乃軍，〈延安市蘆山 出土玉器有關問題探討〉，頁29。
85    戴應新，〈神木石 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一）〉，頁47-48。列出的礦物有：墨玉、玉髓、石英岩、
大理岩、蛇紋岩、黑曜岩、碧玉等。

82

83

20 40-50 84 1966

1500

85 1937 7 6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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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2 33

15 V 1

33

32 33

36 34

19.5

35 86 

20.7 10

40 32 87 

35-40

27 28

86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頁35-68。但該文第45頁
記錄該玉琮出於隆德縣沙塘鄉，現藏於固原博物館。筆者懷疑此處可能是誤記。因為圖片說明是
記錄固原縣河川鄉店河村出土。如果出於隆德縣，應該藏於該縣的文管所。

87    兩件都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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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88 

5500-4000 89 

90 

91 

2900-2500 92 

88    王國道等，〈青海齊家文化玉器研究〉，頁263。
89    周曉晶，〈吉黑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探究〉。劉國祥，〈中國東北地區史前玉器發展階段初論〉。
90    周曉晶最先提出這個看法，同前註。
91    許多學者直接稱之為「玉琮」，但我認為黃宣佩先生稱之為「琮式鐲」是比較合理的。見黃宣
佩，〈齊家文化玉禮器〉。良渚早期趙陵山77號墓出土一件內圓外方筒形器，也有人稱之為「玉
琮」，但沒有射口。

92    欒豐實先生認為良渚文化年代為西元前3500-2500年。若然，良渚中期應該更早些。欒豐實，
〈再論良渚文化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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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過去大家都認為直到《周禮》一書編撰的戰國時代，才將玉璧、玉琮組配成象徵圓與方，用以祭
祀天地的禮器。但近年來的考古資料顯示，良渚文化晚期時，璧與琮的組配關係可能已經形成。
因為在良渚晚期時，只有這兩種玉器上才能刻畫以鳥、日、柱子、祭壇等元素組成的通神密碼。
而在華西地區，陝西長安上泉村、甘肅靜寧治平鄉、甘肅天水師趙村等處，也有璧與琮成組出土
的情況。筆者出版較多相關論述，較晚近的一篇為：〈刻有天象符號的良渚玉器研究〉。

94    瑤山等墓葬報告整理工作的參與者方向明先生的意見。
95    蔣衛東，〈神聖與世俗—關於良渚文化玉器功能的若干思考〉，頁142。

12

93

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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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4 12 13

97

2700 98

36 37

38

39

2600-2300

12 13

96    有關「原始文明底層」與「相互作用圈」的觀念，見於張光直，〈中國古代文明的環太平洋的底
層〉。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

97    四處遺址雖各有簡報，但圖片等資料豐富翔實的為王永波，〈關於刀形端刃器的幾個問題〉。于
秋偉，〈山東沂南新發現的牙璋和玉器〉。

98    邵望平、高廣仁，〈從海岱系玉禮器的特徵看三代禮制的多元一統性〉。欒豐實，〈海岱地區史
前祭祀遺存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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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二件牙璋，圖40者只能確定屬龍山時期，但尚不能斷定它的地域性與文化
別，彩圖發表於鄧淑蘋，〈曙光中的天人對話〉。但另一件則明顯地屬於四川廣漢月亮灣類型，
年代下限可暫訂為西元前1600年，在其刃部出了一塊傷缺外，基本上沒有明顯的使用痕。發表於
鄧淑蘋，〈由院藏三星堆文化牙璋談起〉，以及鄧淑蘋，〈曙光中的天人對話〉。

100  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

40a

40b 99 

40c

100 

27 28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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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8 15 16

15

102 

43a

4

1.9 43b

103

101  抽象的玉神面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等，〈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中期墓
葬〉，圖三。具像玉神面見於：中國文物資訊網2006年10月9日。

102  該件玉圭系早年劉敦愿教授徵集，發表於氏著，〈記兩城鎮發現的兩件石器〉。
103  鄧淑蘋，〈雕有神祖面紋與相關紋飾的有刃玉器〉。〈論雕有東夷系紋飾的有刃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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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圖42玉鉞原為美國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Fogg Art Museum典藏之溫索普收藏Grenville L. Winthrop
Collection中的一件，1975年發表於Max Loehr, assisted by Louisa G. Fitzgerald Huber, Ancient
Chinese Jades. 後因美國的大收藏家Arthur M. Sackler出資在哈佛大學建立薩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Museum，原典藏於福格博物館中包括溫索普收藏的亞洲藝術品，已撥交至Arthur M.
Sackler Museum。因Arthur M. Sackler又分別捐資給北京大學與華盛頓，分別興建賽克勒考古與
藝術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Museum of Art and Archeology，與薩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為分辨三家博物館，只能將其中文名略作區別。

105  相似於山東日照大孤堆出土玉鉞（目前典藏於臺北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山東臨朐
朱封出土玉鉞。

106  1980年代時寄存於大都會博物館的沙氏收藏，日後典藏於華盛頓的薩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中，註104中已說明華盛頓的薩可樂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成立情況。

8c 8d 15

15c

43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104 

105 

45

43

46 1980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06 

44 45

8c

47 1980 1992

46 4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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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7

30

107  同註103。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二期28

108  註52中已說明海藏寺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玦還是孤證，可能自華東地區流傳而來。
109  石璋如，〈殷代壇祀遺跡〉。
110  葉茂林，〈齊家文化玉器的幾個問題〉。
111  孫守道，〈中國史前東北玉文化試論〉。

108

109 

11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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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3 

114 

115

2000

112  同註89、90。筆者在〈試論紅山系玉器〉一文中作了綜述。
113  黃翠梅，〈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文化譜系初探〉。
114  張敏，〈勾容城頭山遺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關問題的討論〉，頁180-187。蔣衛東，〈神聖與世
俗—關於良渚文化玉器功能的若干思考〉，頁138。

115  郭大順，〈從史前玉文化研究成果看中國史前史—為慶祝楊伯達先生八十誕辰而作〉。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五卷第二期30

編號 簡稱 遺址全名 考　　　　古　　　　報　　　　告 出 土 玉 器

1 黎城 山西黎城 劉永生、李勇，〈山西黎城神面紋玉戚〉《故宮文物 玉戚二件

月刊》，總號204，2000年3月。《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3》

2 下靳 山西臨汾 下靳考古隊，〈山西臨汾下靳墓地發掘簡報〉，《文 鉞、刀、璧、環

下靳 物》，1988年12期。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中國社
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山西臨汾下靳

村陶寺文化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9年
4期。

3 陶寺 山西襄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等，〈1978- 鉞、刀、璧、環

陶寺 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報告〉，《考古》， 、琮、梳、笄、

1983年1期。 圭等

4 芮城 山西芮城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局、芮城縣文物局， 鉞、璧、琮、牙

清涼寺 〈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文物》，2006 璧、環、聯璧等

（曾稱為 年3期。陶正剛等，〈山西芮城縣坡頭遺址出土玉器
「坡頭」） 與良渚文化關係的研究〉，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

化玉學論叢三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芮城縣博物

館，〈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玉器〉《考古與文物》，

2002年5期。

5 陝縣 河南陝縣 《廟底溝與三里橋》 玉璜二件

廟底溝

6 靈寶 河南靈寶 〈河南靈寶西坡遺址—仰韶文化中期墓地與壕溝〉， 鉞、環

國家文物局，《200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馬蕭林
等，〈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

《中原文物》，2006年2期

7 新華 陝西神木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神 大口文化寨卯類

新華 木新華》。 型38件：鉞、鏟
、刀、斧、環、

璜等

8 石 陝西神木 戴應新，〈神木石 龍山文化玉器〉，《考古與文 大口文化寨卯類

石 物》1988年5-6期合刊。戴應新，〈神木石 龍山文 型120多件玉器：
化玉器探索（一）至（六）〉，《故宮文物月刊》第 斧、鏟、鉞、戚

11卷第5至第10期，1993年8月至1994年1月。 、圭、牙璋、刀

、琮、璧、璜等

9 橫山 陝西橫山 韓建武等，〈陝西歷史博物館新徵集文物經萃〉《陝 大口文化寨卯類

縣 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一輯。 型玉斧1玉鏟3玉
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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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蘆山 陝西延安 姬乃軍，〈延安市發現的古代玉器〉，《文物》， 大口文化寨 類

卯 蘆山卯 1984年2期。〈延安市蘆山 出土玉器有關問題探 型玉器28件。琮
討〉，《考古與文物》，1995年1期。 2璧3斧2鏟3大刀

1璜、鐲、簪等

11 甘泉 陝西甘泉 姬乃軍，〈延安市蘆山 出土玉器有關問題探討〉， 許多遺址都出過

等地 縣、黃龍 《考古與文物》，1995年1期。 玉器，甘泉出土

縣、富縣 劉雲輝，《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4》 的聯璜玉璧已發

等 表

12 臨潼 陝西臨潼 臨潼縣博物館趙康民，〈臨潼原頭、鄧家莊遺址勘 仰韶中期墨玉笄

鄧家莊 查記〉，《考古與文物》，1982年1期。

12 臨潼 陝西臨潼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隊，〈陝西臨潼康家遺 大口文化寨 類

康家 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型玉器5：錛、
〈陝西臨潼縣康家遺址1987年發掘簡報〉，《考古與 璧、圭

文物》，1992年4期

12 姜寨 陝西臨潼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姜寨》。劉雲輝，《中國出 玉笄

姜寨 土玉器全集‧14》

13 上泉 陝西長安 戴應新，〈從上泉玉琮說起〉，《文博》，1993年增 玉琮、玉璧（大

上泉 刊第2號。 如草帽）

13 客省 陝西長安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報告》。 龍山期玉璜5件
莊 客省莊

14 興平 陝西興平 鞏啟明，〈近年來陝西史前考古的新收穫〉，《考古 玉璧2件
侯家村 與文物》，1997年4期。

15 武功 陝西武功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功發掘報告》。 龍山期小玉管

滸西莊

15 武功 陝西武功 劉雲輝，《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4》 玉笄

遊鳳

16 寶雞 陝西寶雞 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82級實習隊，〈寶雞石嘴 龍山晚期玉器5
石嘴頭 頭東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7年2期。 ：斧、錛、紡輪

、璧

16 寶雞 陝西寶雞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 仰韶早期玉管

北首嶺

16 寶雞 陝西長安 鄭洪春、穆海亭，〈陝西長安縣花園村客省莊二期 仰韶晚期玉璜4
縣花樓子 文化遺址發掘〉，《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玉簪2

17 王馬 陝西隴縣 肖琦，〈隴縣博物館收藏的玉璋〉，《文博》，1993 大刀鏟

嘴 王馬嘴 增刊第2號。王長啟主編，《中華國寶—陝西珍貴
文物集成‧玉器卷》。

18 何家 陝西西鄉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陝南考古報告集》。 斧、錛、刮削器
灣 何家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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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龍崗 陝西南鄭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龍崗寺》。 斧、錛、鑿、鏟

寺 龍崗寺 、刀、鏃

20 海原 寧夏海原 寧夏文物考古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寧夏 玉斧、鑿、環、

菜園村瓦 海原縣菜園村遺址、墓地發掘報告〉，《文物》， 琮等

罐嘴 1988年6期。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
—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

刊》，19卷2期，2001冬季。

20 海原 寧夏海原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文管會編印，《文物普查 璧與琮（部分可

山門 資料彙編》。 能為菜園文化）

21 固原 寧夏固原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 璧、琮、環、芯

張易 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
2001。

21 固原 寧夏固原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文管會編印，《文物普查 玉圭（可能為菜

河川鄉 資料彙編》。 園文化）鑿

21 固原 寧夏固原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 玉斧、鑿

官廳鄉、 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
彭堡鄉 2001冬季。

22 西吉 寧夏西吉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文管會編印，《文物普查 玉琮、玉斧、圭

縣沙溝鄉 資料彙編》。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 、鏟、磨棒、研

、興隆鎮 —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 磨器、玉紡輪

、白 鄉 刊》，19卷2期，2001冬季。 （部分可能為菜

等 園文化）

23 隆德 寧夏隆德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固原博物館，〈隆德頁河子 玉璧、斧、鑿

頁河子 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研究‧三》。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

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
2001冬季。

23 隆德 寧夏隆德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 玉斧、一批玉器

沙塘和平 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
鄉 2001冬季。

23 隆德 寧夏隆德 羅豐，〈黃河中游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以館藏寧夏 璧、聯璧、圍圈

沙塘 地區玉器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 片

2001冬季。

23 隆德 寧夏隆德 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 琮

奠安 文化為中心〉。

24 靜寧 甘肅靜甯 楊伯達，〈甘肅齊家玉文化初探〉，《隴右文博》， 玉琮有平行瓦紋

治平鄉後 1997年1期。《出土玉器全集‧15》
柳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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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莊浪 甘肅莊浪 高雄市立美術館，《黃河文明—甘肅遠古彩陶特 玉刀鏟

縣 展》。

26 大地 甘肅秦安 甘肅省博物館考古隊，〈甘肅秦安大地灣第九區發 15件仰韶文化玉
灣 大地灣 掘簡報〉，《文物》，1993年11期。〈秦安大地灣405 器：錛、鑿、笄

號新石器時代房屋遺址〉，《文物》，1983年11期。 、鐲、墜

27 天水 甘肅天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師趙村與西山坪》。 13件齊家文化璧
師趙村 、琮、璜、環

28 定西 甘肅定西 葉茂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地區出土玉器 錛、環、璧

概述〉，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5》。《出土
玉器全集‧15》

29 東鄉 甘肅東鄉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甘肅東鄉林家遺址發掘報 馬家窯類型玉斧

林家 告〉，《考古學集刊》第4集。 、錛

30 廣河 甘肅廣河 J.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半山類型璧、琮
瓦罐 半山瓦罐 Chinese,” B.M.F.E.A. No. 15. 、聯璧、斧、鏟

嘴 嘴 、錛、鑿

30 廣河 甘肅廣河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齊家文化璧、琮

齊家 齊家坪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出土玉器全
坪 集‧15》

31 岷縣 甘肅岷縣 楊益民，〈甘肅岷縣山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 馬家窯類型玉鏟

報〉，《考古與文物》1983年5期。 、斧

32 積石 甘肅積石 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 牙璋1件
山 山銀川鄉 文化為中心〉。

32 積石 甘肅積石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積石山縣新莊坪齊家文化遺 齊家文化玉石璧

山 山新莊坪 址調查〉，《考古》1996年11期。

33 永靖 甘肅永靖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秦 玉石璧5件
秦魏家 魏家齊家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75年2期。

34 古浪 甘肅古浪 《出土玉器全集‧15》 長65.5公分玉刀
縣峽口

35 皇娘 甘肅武威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皇娘娘台遺址發掘報告〉， 玉石璧264件、
娘台 皇娘娘台 《考古學報》，1960年2期。劉志華、孫瑋，〈武威皇 另有璜、鏟、錛

娘娘台出土的齊家文化玉石器〉，《故宮文物月刊》， 、芯

第21卷第8期，2003年11期。

35 海藏 甘肅武威 梁曉英等，〈武威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石器作坊遺 37件齊家文化玉
寺 海藏寺 址〉，《中國文物報》，1993年5月30日。 璧，8件鐲、斧

、錛、鑿、刀，

半成品、原玉材

161件、石璧4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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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海藏 甘肅武威 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 玦1件
寺 海藏寺 文化為中心〉。

36 民和 青海民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隊，〈青海民 斧、璧、環、刀、

喇家 和縣喇家遺址2000年發掘簡報〉，《考古》，2002年 鑿、鏟、錛、紡輪

12期。《出土玉器全集‧15》 、琮芯、璧芯、

玉片

36 民和 青海民和 劉小何等，〈民和縣官亭、中川古文化遺址調查〉， 齊家文化玉璧、

中川旱台 《青海考古學會會刊》，1982年4期。 玉料

37 互助 青海互助 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總寨馬 齊家文化玉斧

總寨 總寨 廠、齊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4期。

38 柳灣 青海樂都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 半山類型玉錛、

柳灣 究所，《青海柳灣—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 馬廠類型斧、錛

，齊家文化璧、

斧、錛、鑿、芯等

38 樂都 青海樂都 《出土玉器全集‧15》 斧

白崖子

39 平安 青海平安 任曉燕，〈平安縣東村古墓葬及窯址發掘簡報〉， 齊家文化玉璧、

東村 東村 《青海文物》，1994年8期。 鑿

40 西寧 青海西寧 王武，〈西寧小橋沈那齊家文化遺址〉，《中國考古 多件齊家文化玉

沈那 學年鑒1992》。吳平，〈西寧沈那遺址〉，《中國考 器：璧、環、錛

古學年鑒1994》。《出土玉器全集‧15》 、鑿、芯

41 尖紮 青海尖紮 胡曉軍，〈尖紮縣直崗拉卡鄉齊家文化遺址發掘簡 齊家文化玉石璧

直崗 直崗拉卡 報〉，《青海文物》，1996年10期。
拉卡 鄉砂石料

鄉 廠

42 上孫 青海大通 青海省文物處、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 齊家文化玉刀4
家寨 上孫家寨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件

43 宗日 青海同德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海南州民族博物館，〈青海同 宗日文化玉器：

縣宗日 德縣宗日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5期。 璧、刀、鑿、鏟

格桑本、陳洪海主編，《宗日遺址文物精粹論述選 等

集》。《出土玉器全集‧15》

44 廣漢 四川廣漢 D. S. Dye,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玉斧、鉞、璧、

月亮 月亮灣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琮、凸緣璧、牙

灣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璋等，分別藏于

IV, 1930-31. 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四川大學博物館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及四川博物館

Research Society. Vol. Ⅵ, 1933-34. 高大倫、邢進原，
〈四川兩處博物館藏三星堆玉石器的新認識〉，鄧聰

主編《東亞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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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1998 217-221

18 4 20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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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11 88-103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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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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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hsi (Western China) Jade”
Theorization and Research Prospects

Teng Shu-p’ing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Hua-hsi jade is a typological category that this author first articulated in 1993

on the basis of comparisons between jades transmitted in the Ch’ing court collection

and dispersed to Western museum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ose gathered

or excavated by Chinese archaeologists. At that time,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is

category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mainstream opinion. 

Subsequent years have seen new mineralogical analyses and archaeological

publications which, despite the breadth of the Hua-hsi region and scientific

inadequacy of some excavations, have nonetheless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the

relevant evidence. On the basis of this evidence,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present

state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the topic of Hua-hsi jade.

She then proceeds to argue, on the basis of the mineralogical content, production

technique, typ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decorative motifs, that the

formation of stylistically distinctions between Western (Hua-hsi) and Eastern (Hua-

tung) Chinese jades in the late Neolithic was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natural

ecology.

Around the year 2000 B.C., for some still unknown reason,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the upper and middle stret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underwent a dramatic

change. Indigenous styles mixed with cultural influences from the east, typified by

large pi discs, ts’ung tubes, kuei tablets, knives, and linked pi discs, to create a

religious faith distinct to the loess plateau. The firm and austere jade ritual

implements and metal tools of the region facilitated significant social developments

which gradually brought about civilization and created a nation.  (Translated by

Jeffrey Moser)

Keywords: late Neolithic, Hua-hsi, jade, spirit-ancestor designs of the Eastern I,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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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龍山—齊家系　玉刀　長34.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龍山—齊家系玉琮在
漢代時改雕為玉筒，
底部圓片可能為明清
時所加　
高7.7公分　寬6.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芝加哥美術館藏十九件華西風格玉琮，最高的一件高約18.4公分　
引自Arts of Asia, Vol. 29, No. 3, May-June 1999.

底部

器身

上口

圖4 三星堆文化早期　牙璋　長40.4公分　廣漢月亮灣出土
四川博物館藏　引自《東亞玉器》



圖10 克省莊—齊家文化　玉琮　高20.7公分
寬9.7公分　重4公斤　上泉村出土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 125期

圖11 克省莊—齊家文化　玉刀鏟　長77.2公分
寬32.5公分　最厚1公分　王馬嘴出土　
引自《中華國寶‧陝西珍貴文物集成‧玉
器卷》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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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廟二文化　玉琮　寬7.3-7.5公分　孔徑6.2
公分　高4.2公分　射高1公分　山西芮城
出土　引自《200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圖5 廟二文化　石琮　山西芮城出土　
引自山西省博物館《河山之精英—晉陝豫
古代玉器精華展》

圖6 廟二文化　玉琮　高5公分　寬6.1公分
孔徑6.1公分　山西芮城出土　
引自《考古與文物》，2002年5期

圖9 仰韶文化中期　玉鉞　長12.9公分　
靈寶西坡出土　
引自《中原文物》，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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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a 新石器時代晚期　玉戚　高20.7公分
山西黎城出土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 204期

圖8c 玉戚一側的兩面雕有抽像的神祖側
面像，此為將兩面紋飾相對的圖像

圖8d 玉戚另一側的兩面雕有具像的神祖側
面像，帽、額鼻、嘴、下巴等形成凹
凸齒稜，此為將兩面紋飾相對的圖像

圖8b 黎城玉戚兩面的兩側都雕有神祖面紋

圖12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　牙璋　長32.9公分
石 出土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 126期

圖13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　牙璋　長34.5公分
石 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全集‧14》

圖14 新石器時代晚期　玉人頭像　高4.5公分
石 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全集‧14》



圖16a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　玉琮　
蘆山 出土　引自《東亞玉器》

圖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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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a 大口文化寨卯類型　玉刀　長54.6公分　蘆山 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全集‧14》

圖15c 將玉刀兩面
神祖側面像
相對的圖像

圖15b 玉刀一端雕有戴帽神祖的
側面像，帽、額鼻、嘴、
下巴，形成凹凸齒稜

圖17 溫索普收藏Winthop Collection
華西系大玉刀　長59.5公分　寬10.4公分
厚0.9公分　哈佛大學薩可樂博物館
（Sackler Art Museum）藏　
引自Max Loehr, Ancient Chinese Jades

圖18 西周　「太保」玉戈　長67.4公分　
弗立爾博物館藏　
引自Orientations, May 1993, p. 86.

圖19 大口文化寨 類型　牙璋　長34.3公分
原薩可樂收藏（Sackler Collection）
1994年曾委託佳士得公司拍賣　
引自Important Chinese Works of Art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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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齊家文化　玉璧　固原張易出土

圖23 固原張易出土九件玉質色澤文理大致相連
的玉璧與圓片　

圖20 仰韶文化　玉鏟　長22.2公分　
龍崗寺出土　引自《東亞玉器》

圖21 大口文化蹇 類型　玉鏟　長17公分　
新華出土　引自《神木新華》

圖24 固原張易出土九件玉器中，有三件璧的色
澤文理完全相連

圖26
洛弗徵集　華西系玉璧
芝加哥費氏博物館藏　
引自Berthold Laufer,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圖25 固原張易出土編號711的玉璧器表留著切璞
痕，孔徑由大到小，最底端還有掰斷的毛
邊，孔壁上留著鑽孔的旋痕。

圖22-25引自《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



圖28a 齊家文化　將玉圍圈的六個單片疊
起，文理不完全相連，可知當初應
該還切割出更多片

圖28b
由側面測量單片上的切痕深
達0.96公分，切口最寬處約
0.13公分。可知切割的工具
在刃線之上0.96公分處，厚
約0.13公分。

圖28c
每片長度不一，約在22公分
左右，可圍成直徑約57.5公
分的大圍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齊家文化　
玉圍圈散片　
長25.1公分　
寬17.5公分　
隆德沙塘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
全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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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齊家文化　玉刀　長54公分　上孫家寨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全集‧15》

圖30 宗日文化　玉刀　長18.7公分　宗日出土
引自《出土玉器全集‧15》

圖29 齊家文化　玉刀鏟　
長14.2公分　寬6.2公分　
厚0.4公分　莊浪出土　
引自高雄市立美術館，
《黃河文明—甘肅遠古彩
陶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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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　原始玉琮　寬約7公分　
引自袁德星，《中華歷史文物》

a b

圖34 齊家文化　玉璧　徑36公分　
寧夏隆德縣沙塘鄉和平村出土

圖32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　玉璧　徑15公分
安特生採集　瑞典遠東博物館藏　
引自袁德星，《中華歷史文物》

圖35 齊家文化　玉琮　高19.5公分
寧夏固原縣河川鄉店河村出土

圖36a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東龍山文化前期
石牙璋（YL10）山東沂南羅圈峪村出土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79期

圖36b 長24.8公分　刃寬7.2公分　
柄寬6.4 公分　厚0.6-1公分

圖37a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東龍山文化前期
石牙璋　臨沂大范莊出土

圖37b 長27.5公分　刃寬8公分　
柄寬5.9公分　厚0.6-1公分

圖34-35引自《故宮學術季刊》，19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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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a 山東龍山文化前期　玉牙璋　
海陽司馬台出土

圖37-39引自《故宮文物月刊》，135期。

圖39b 長27.5公分　刃寬7.6公分　
柄寬4.4公分　厚0.4-0.5公分

圖38a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東龍山文化前期
玉牙璋　臨沂大范莊出土

圖38b 長32.9公分　刃寬9.8公分　
柄寬6.2公分　厚0.6-1.1公分

圖40a 龍山—齊家系　牙璋　長38.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0b 玉牙璋刃線中段

圖40c 牙璋加裝木柄想像圖 圖42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圓圈網紋彩陶罐
高13.5公分　甘肅蘭州出土　



圖41a 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　
波折紋彩陶壺　高26.4公分
甘肅舟曲縣出土

圖41b 從上端觀看彩陶壺紋飾結構
相似於聯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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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山東龍山文化　
刻有抽象神祖面紋
的玉鉞　長12.7公分
哈佛大學薩可樂博
物館藏（該館編號
1943.50.84）
引自林巳奈夫，
〈中國古玉的鉏牙〉，
《中國古玉的研究》

圖45 山東龍山文化　鏤空抽象神祖面紋玉飾
寬9公分　朱封出土　引自楊曉能，《中
國考古的黃金時代》

圖43b 玉圭一面上雕琢的吐獠牙神祖面兩側的
長髮戴帽神頭

圖43a 山東龍山文化　玉圭　長24.6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四面的線繪圖）

圖41-42引自高雄市立美術館，《黃河
文明—甘肅遠古彩陶特展》。



圖46c 玉刀中部器表淺浮雕抽象神祖面紋
線繪圖

圖46d 玉刀一端的兩面均淺浮雕抽象神祖面紋，
將兩面花紋相對的圖像　引自林巳奈夫，
〈中國古玉的鉏牙〉，《中國古玉的研究》

圖46e 薩可樂玉刀中央及側邊各淺浮雕神祖面
紋，左側邊已斷，殘留一些紋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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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b 玉刀中部器表淺浮雕抽象神祖面紋　
引自Ars Orientalis X, 1975.

圖46a 雕有東夷式神祖紋的大口文化或齊家文化玉刀　殘長48公分　
華盛頓沙可樂美術館藏（該館編號1987.450）
引自Thomas Lawton and others, Asian Art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The Inaugural Gift

圖47a 雕有東夷式神祖紋的大口文化或齊家文
化玉刀　長75公分　
弗立爾美術館藏（該館編號1918.1）
引自袁德星，《中華歷史文物》

圖47b 弗立爾玉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