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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田玉把玩与人身体的贴近关系，与其他“灵性类”饰品一样，与主人之间存在“缘法”、有一种超
越时空客观的缘灵。
总之，爱物喜物之人，对于和田玉的鉴赏和情感自有自己的微妙之处，这恐怕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
微妙，个中滋味，叭有真心人才能体会。
    号称万山之祖的巍巍昆仑山，“聚天地之精华，凝山川之灵气”生成中华瑰宝，形成昆仑之魂、精
美绝伦的和田玉。
和田玉滋润光洁、细腻晶莹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
在中华大地上开发利用和田玉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它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
面。
中国的历史、政治、军事、宗教、文化艺术、思想道德⋯⋯都深深地打上了和田玉文化的烙印。
对玉的尊敬、崇拜、热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
无法比拟的。
    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和田玉都归帝王权贵们享用，所以又被称为“帝王玉”，普通百姓连
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和田玉工艺品才逐渐进入普通百姓家，和田玉文化才得以充分地发扬光大。
随着时代的快速进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迅猛提高，玩玉、藏玉、佩玉，家庭摆设和田玉工艺品已
成为时尚，成为人们物质和精神享受的一部分。
可是很大一部分读者对和田玉的认识又很肤浅，迫切需要了解一些和田玉的最基本知识，知道一些和
田玉文化的精髓内涵。
针对人们的需求，新疆地质矿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宋建中撰写了《和田玉把玩与鉴赏》这本书，它以
深入浅出的通俗语言说出了从和田玉寻找、开采、加工、鉴别、分类、评价、典藏、保养、把玩及各
种工艺品的寓意等有关和田玉的各方面知识。
这本书，集和田玉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是一本很好的普及和田玉知识、弘扬和田玉文化的时尚读
物，也是宋建中同志对和田玉近50年野外考察、室内研究、市场调研的经验、体会和实践的总结。
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从这本书中对和田玉有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也定能初步掌握鉴别和田玉的基础技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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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竹书纪年》中有：“西王母来朝，献白玉环、玉块。
”《尚书大传》有：“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管。
”西王母据历史学家说是昆仑山上一个古老的原始母系社会的部落首领。
在《穆天子传》中载：周穆王西巡昆仑山“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而归”。
　　2700年前的管仲在《管子》一书中多次指出“玉出于禺氏”，据《中国史称》考证：“禺氏”即
从春秋时代开始勃兴的“月氏”，包括宁夏到新疆的广袤地区。
　　到秦汉时期古籍中记载新疆和田玉就更多了。
《史记》中：“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田，其山多玉石”，那是西去的采玉人，东往的卖玉人路过的
一个关隘“玉门关”就由此而诞生了。
唐代很多诗人在他们的诗句中就有大量的“玉门关”出现。
有诗圣之称的杜甫写有“归隋汉使千堆宝，少答朝王万匹罗”。
元代维吾尔族诗人马祖常写有“采玉河边青石子（和田仔玉——笔者注），收来东国易桑麻”的佳句
。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中写有：“凡玉入中国，贵重者尽出于田，葱岭。
”（葱岭：昆仑山帕米尔一带——笔者注）　　清乾隆皇帝曾于1762－1790年之间，7次派官员去新疆
喀什地区莎车县开采玉料，其中开采出一块玉料重达600多千克。
清代就有关于在和田一带采玉的严格的法律，只允许官采，民采即是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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