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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玉文化

玉文化作 为 中 华

民族 的 一种文不七
,

历史

悠 久
,

内 容 丰 富
,

载誉

古今
。

我 国 考 古 学 者根
感居子巨磷卜 5 0 0 0

.

年
.

左右 良

诸 文 布七和 红 山文 不乞 出

土 的 大 童玉器研 究 提
出

,

中 国 在 石
禅

器 时代
、

青铜器 时代和 铁器时

代还存 在 着 一个 玉器
时代

,

表 明文 明 的演 变

在 东亚有着 独特方式
。

玉器时代是 中 国 文 明

起源时代
,

这是 区 另d于

世界三 个文 明 时代 划

分的重要标志
。

玉作为

昨 实 用 性 的 生 产 工具

和 礼仪制 品 在 玉文 寸七

早期被统治权 力 神不乞
,

成 为 当 时 超越现 实 可

能的精神 力 童
。

随着 文
明 的 演 变 和 社会 的发

展
,

玉至今仍是 中 华 民

族 的瑰宝
,

道德精神的

象征
。

在 当前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 中

,

在 市 场经济 的 新 形 势

下
,

弘 扬 民 族精神
,

宣

传 玉文 化有着很 重要

的意义
。

玉属 矿产 资源 范

畴
,

但又有不 同 于 其它

矿产 的 显
.

著特点
。

玉不

单是物质 的 厂也是社会
的

、

文 不乞 的 综 合观念
,

三者 合 一 的 玉意识 在

华 夏 民族 的 思 怒建树
中体现独特

。

玉 是
_

高 贵
、

纯 洁
、

友谊
、

吉祥
、

平和
、

美 丽
`

的象征
。

自古 言之
“

黄

金有价玉 无价
” 。

玉丈
不乞 包 含着

“
宁 为 玉碎

”

的 爱 国 民 族 气 节
; “

化
为玉 帛 ” 的 团 结友爱风
尚

; “
润泽

·

以温
”
的无私

奉献 品德
; “ 犀竞不 才奄瑜

”

的 清正康洁 气魄
; “

锐

廉不挠
” 的开拓进耳丈精

才中
。

玉 在 中 国 几 千 年
的历史 中

,

被我国 各族
/ 冤 民 雕 场乙成 无 以 计数
的各种玉

.

器
,

述人 中 体现
了 中 华 民 族的 伟 大 气

魄和 高 稚风格
,

是劳 动

人 民 艺 年之和 智 慧 的 结
晶

,

是 中 国历史文了乞的

象征
,

同 时也是世界 艺

米 的瑰宝
。
远人古 至今

,

均系支誉为
“
东方 艺术

”
。

玉 丈
_

化 与 其 它 历

史文不匕如丝文不七
、

茶文

化
、

瓷文子乞相比 毫不逊
色

,

更显辉煌
。

早在远
古 的 新石器时代

,

我们

的 系民先 就把 美玉 作 为

珍 品
,

开 通 了 古 老 的
“
玉石 唆二路

”
,

参与 了 中

国 古文 明 的创造
。

中 华

民族 以玉 为 贵
,

以玉 为

荣
,

以 玉 为 美
,

以 玉 为

沟通媒介
,

由此促进 了

各 民族 间 的 交往
,

同 时

也带 来 了 东 西方经济
、

文了七
、
正允治等各方 面 交

往 空 前 繁 荣
。 《 后 汉

书 》记录 了 当时经济交

流 的 情 景
“

驰命走峰
,

不 绝 于 时 月 ;

商 胡 贩

客
,

日 颖于塞下
。 ” 当今

说起美玉
,

仍在经济交

往 中 起着 不 可 替代 的

作用
。

玉 文 不乞 与 我 国 的

民族精神相连
,

玉器又
能体现劳 动 尹` 民 的 智

慧结 晶
。

我们 为地矿工
作者建议

:

将 美玉优者

—
和 田 玉作 为 代表

堆民 国 的 “ 国 石 ”
,

向 七全产`

宣 传我们 的 玉文化
。

(唐延龄 刘德权 周汝洪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