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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不经意的尝试
还原了一件元代春水玉钩环

回忆起最初与玉器难以割舍的缘分，徐
琳谈起在她的玉器研究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件
春水玉。

1960 年 4 月，在位于江苏无锡雪浪乡尧
歌里的一处修水库的取土工地上发现了一座
夫妻合葬墓，因有青石圹志一方，可知该墓是
一座元代墓葬，墓主为钱裕，出土了金、银、
玉、水晶、玛瑙、漆器等 147 件文物。这座钱
裕墓虽然没有被盗，但因为一些原因器物出
土位置被扰乱，没有办法推测出文物原来的
摆放情况、使用功能及古人的生活状态等。

徐琳说，因当时条件有限，从钱裕墓出土
的19件玉器被送到当地博物馆之后，近40年
的时间里，它们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1998
年，徐琳第一次接触钱裕墓出土的一批玉器，
她偶然地把白玉带钩和春水玉勾连套合在一
起：“它们竟然那么吻合！春水玉左侧椭圆环
托部分那个不起眼的下凹的空当，正好可以
让带钩钩首穿过。它们都是一样的白玉质，
且纹饰统一，简直就是天造地设，这两者应该
是用同一块玉料雕琢，并出于同一玉工之
手。”

同年，徐琳将自己的发现公布于“中国出
土玉器鉴定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徐琳认为
这件玉器在元代应为与带钩配套使用在腰带
上的带饰，而非人们通常认为的佩饰或如意
瓦子。这一发现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同，
这不仅恢复了历史原貌，也使这对钩环成为
全国唯一一套配套的出土标准器，成为鉴定
同类玉器的重要参考。此后，徐琳根据文献
将这些有明显穿系痕迹，应是腰带上的带饰
的环托高浮雕、镂雕的“玉图画”命名为绦环。

“缘分促使着我最终决定选择玉器研究
作为终身的专业方向，这次经历始终激励着
我。”徐琳感叹道。

一头扎进故宫
一辈子都不见得琢磨透

2006年，徐琳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故宫
博物院工作。对徐琳而言，故宫博物院是实
实在在的大宝库，“一头扎进去，待一辈子都
不见得琢磨透、研究完。”

据徐琳介绍，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量

庞大的玉器中，真正的考古发掘件仅有百余
件，其他则是清宫旧藏的传世品及新中国成
立以后新收的玉器。清代的一部分玉器因有
年款、黄签、档案背景资料等辅助信息，成为
断代标准器。而除此之外的相当一部分玉器
是已经脱离了地层关系背景、没有明确身份
信息的传世品，在徐琳的工作研究中，要首先
对这一类传世品进行再鉴定断代的研究。徐
琳将这一过程称为“库房考古”。“这是我进入
故宫后提出的词。因为我们对故宫所藏的玉
器的研究鉴定，就像是考古学家在发掘证据
一样，只不过我们把地点从田野搬到了室内，
把多元的分析对象变成了单一的一类器物。”
徐琳解释道。

徐琳在“库房考古”过程中，需要依据考
古出土品的造型、纹饰、工艺特征、玉料特点、
历史背景，对故宫传世藏品，尤其是对清以前
的一万余件玉器进行断代研究。她多是以眼
学来做判断，因为目前的科技还无法代替眼
学，只能做辅助。比如在研究改制器的难点
上，徐琳需要像中医搭脉一般从玉器的身上
看出它的故事和流传的经历。“如果一件汉代
玉器传到了宋代，宋代人对其进行改制了，这
就会干扰我们的判断。所以我们要能够去还
原一件玉器曾有过的历史，这要求我们对考
古出土的每个时代的玉器都要特别熟悉。”

一枚玉牙璋上的印章
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玉器，徐琳总是常
看常新，每天都会有新发现，而且在不同时期
看同一件器物又会有不同的新看法和新领
悟。

2019年年底，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举办了“金玉琅琅——清代宫廷仪典与生活”
的展览，展品均来自故宫博物院。作为策展
人之一，徐琳特意挑选了一件三星堆文化的
玉牙璋。布展之后，徐琳的一位在金沙博物
馆工作的学生袁梦偶然发现了这件牙璋的柄
端似乎有一枚方形印章，且刻有四字。袁梦
就给徐琳拍了不同角度的照片，徐琳看后确
定是一枚印章，印文为“燕仁安印”。“这一发
现非常令人兴奋，这件玉器竟然是在三星堆
最早的发现地‘燕家院子’出土的，这件牙璋
因此可以确定为月亮湾文化玉器无疑。”徐琳
说。

据徐琳介绍，燕仁安和燕家玉牙璋的来
历是这样的：“三星堆村有一处叫月亮湾的地

方，其中一户燕姓人家的主人名叫燕道诚。
1929年农历四月，燕家想挖一个水坑蓄水，他
的儿子燕青保在挖水坑时发现了许多大大小
小的石器，后又发现玉器，据说共有四百多
件。燕青保就是燕仁安，仁安可能是他的
字。燕家到底藏了多少件玉器以及卖出去多
少件玉器早已无人知晓。燕仁安将发现的大
部分玉石器陆陆续续上交给了国家，一部分
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一部分在四川大学历史
系博物馆。”

“这件玉牙璋进入故宫已有 60 余年，这
期间常被展出，故宫一直将其定为商代玉器，
却一直都没有发现其上有燕仁安的印章。这
次金沙之旅让玉牙璋回到了故乡，让我们发
现了一段尘封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
的惊喜。”徐琳说。

一本科普类著作
串联起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

今年正值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院庆，故
宫先后举办了“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
器展”与“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
特展”。徐琳均深度参与了策展过程。

在策划“凌家滩文化玉器展”的最后一个
单元“九州共辉”时，徐琳将红山文化、凌家滩
文化、良渚文化中的玉器进行展出，并一一作
对比和介绍，引起了不少学者、玉文化爱好
者、自媒体的兴趣，他们还会自己撰写科普文
章表达对史前文明的想象和猜测。徐琳对此
持开放态度，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猜
想，因为史前文明没有文字，只要大家能自圆
其说，完成自己有趣的遐想就可以。“这个展
览引起了大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兴趣，我们
的目的就达到了。”徐琳说道。

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宫廷和田
玉文化特展”也遴选出了 258 件具有代表性
的清代宫廷和田玉精品，其中 130 件文物为
首次展出。从该展览可以得见，自清乾隆二
十六年（1761），贡玉制度的实施将和田玉的
制作和使用空前发展和繁荣，中国玉器艺术
进入历史上第三个发展高峰。

以上两个故宫玉器展中的大多数玉器及
其背后的历史、来源与故事等，均可在徐琳所
撰写的《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一书
中得到更深入的了解。徐琳希望通过这本书
让更多人了解中华玉文化的深厚底蕴，感受
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文/韩世容（供图/徐琳）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故宫

在今年年初特别策划了“文明先锋——凌家滩

文化玉器展”与“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

玉文化特展”两大玉器展，数百件玉器为故宫

博物院首次展出。与此同时，一本以通过介绍

故宫玉器来讲述中华玉文化的书籍《玉见故

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正式出版。

以上内容都与中华玉器有关，也都与徐琳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徐琳，1993年毕业于复

旦大学文博专业，2003年考入南京大学考古专

业方向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博士学位。现工

作于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为研究馆员，同时兼

任故宫学研究院古玉器研究所所长、中国文物

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琳主要研

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先后主持承

担一个国家课题和两个院课题，并参与多项玉

器课题的研究，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硕士生导师。

近日，徐琳接受采访，回顾了在 30余年的

博物馆业务工作中、专注于中国古代玉器研究

的心路历程。

日前，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的文集《鸟之云》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安妮·普鲁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创作，曾获
199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1994年普利策小说奖等多
项大奖，并于 2017 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
奖”。其代表作《断背山》2005 年被翻拍成电影，安
妮·普鲁本人担任编剧。

2003年，68岁的安妮·普鲁购买了一片占地640
英亩、位于怀俄明州北普拉特河边峭壁脚下的荒原，
普鲁将之命名为“鸟之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普鲁
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正值黄昏时分，天空中挂着
一朵形如飞鸟的云。这里既不通电也不通电话，只有
一条土路与外界相连，但她深深爱上了这里：“这个地
方，也许将是我度过余生的所在。”

建造“鸟之云”的经历，像极了一部荒诞的西部
片。看安妮·普鲁的盖房手记，就像在看《克拉克森的
农场》——看一个人能在一件事上踩多少个坑。种种
失败与妥协，最终成就了这本《鸟之云》。作家张怡微
这样形容自己的阅读体验：“有如阅读一位奇奇怪怪
的朋友决定做一件奇奇怪怪的事，这件事多么麻烦和
辛苦啊，但她却乐在其中。” 沈昭

好书
掠影

《鸟之云》
作者: [美] 安妮·普鲁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译者: 陈雍容

出版年: 2025-3

《命若朝霜》
作者: 柯岚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大学问
出版年: 2025-1

清代法律如何制度性地决定了女性地位
的低下？这些深层的制度性缺陷又如何成
为曹雪芹绝望的根源？

本书共十二章，每章聚焦一个《红楼梦》
里女性命运的典型，如秦可卿、林黛玉、尤家
姐妹等，分析她们如何因连坐、拐卖、生育、
家庭财产分配等事件而陷入法律困境。十
二章对应十二个清代法制问题，整理与《红
楼梦》中事件类似的清代司法案例，考察了
清代性别、家庭、法律、政治间的互动与演
变，展示了清代法律与社会的风貌。

本书史料翔实，举证严谨，不仅使用大
量来自《大清律例》《清会典》《刑案汇览》的
材料，还从清代的奏折、起居录、笔记、地方
志等文献中整理出相关的案件记录和议论，
并综合汉、晋、唐、宋等朝代的法律和案例展
开分析。

柯岚，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常务理
事，央视《法律讲堂》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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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琳

组合在一起的元代春水玉钩环

燕家院子的玉牙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