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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玉雕概述

                                      1.古代玉雕发展

                                      2.现代玉雕发展

                                      3.玉雕市场现状



一.古代玉雕发展
（一）玉雕：玉石经加工雕琢成为精美的工艺品，称为玉雕.
           玉雕的品种主要有：人物、器具、鸟兽、花卉等大件作品，也有别针、戒指、印章、

饰物等小件作品。





（二）历史发展 ：1.简单玉雕时期------------新石器时期
                              2.玉雕工艺时期------------商、周、春秋、战国
                              3.玉雕装饰盛行期---------汉、唐时代
                              4.玉雕飞跃发展期---------宋、元时代 
                              5.玉雕鼎盛期---------------明、清时代--　



 1.简单玉雕时期-----------新石器时代

• 玉斧、玉铲、玉刀，以生产工具为主；

• 形态简单无装饰纹样

• 以岫玉为主



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玉雕的种类以瑞器
为主，主要用于祭祀礼仪，此阶段玉雕出现
装饰纹样，玉雕工艺较新石器时期有了空前
发展
玉璧的用途：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
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 --- 祭天
一为祭器，用作祭天、祭神、祭山、祭海、
祭河、祭星等。
二为礼器，用作礼天或作为身份的标志。

三为佩饰。四作辟邪和防腐用。

2.玉石工艺时期---------商、周、春秋、战国



玉圭：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
玉制礼器

玉琮：祭地礼器、装饰品 



玉璜：弓形弧状玉器，一种礼仪性的挂饰，每当进行宗教礼仪活动时，
巫师就戴上它，它经常与玉管、玉串组合成一串精美的挂饰，显示出
巫师神秘的身份。



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圆雕和浮雕玉琥各4件，都有孔，称为虎形玉佩，属于装
饰品类，并不作为发兵或祷旱之用，也不是仪礼中使用的瑞玉。因此有人
认为，表面刻虎纹的玉器应依器命名，前加"虎纹"二字;对于虎形玉器，有
孔的可称虎形玉佩，无孔的可称为玉琥。

玉琥



玉璋的形状，东汉许慎在《说
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璋。”

一、赤璋---祭天神
二、大璋、中璋、边璋--天子
巡守
三、牙璋-- 符节器



特点是很多的玉璧出廓，谷璧、蒲璧的外边有加添螭龙、螭虎、卧蝉、雷云纹等
装饰，玉璧除了出廓的特点外，还出现了吉祥语，如“宜子孙”

2. 玉雕装饰盛行期：汉、唐时代--









4.玉雕飞跃发展期：宋、元时代
玉雕工艺已达到质的飞跃，宫廷中设有"玉院"，已有浅磨深琢，

浮雕圆刻。元朝开国元勋忽必烈在开国大典宴请群臣盛酒用的"渎
山大玉海"，重1750kg，可储酒 3 0余担

玉雕主要材料：福建寿山石



三、玉雕市场现状

   中国当代玉雕工艺，从大的流
派来说，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
北京为代表，涵盖辽宁、天津、河
北、部分河南、新疆等北方各省市，
南派则包括长江沿岸及以南地区

1.北京玉雕 2.海派玉雕 3.扬州玉雕
4.南阳玉雕：

二、现代玉雕发展中的
问题

1.题材老旧
2.玉料减少



三、玉雕市场现状

北京玉雕：

北京玉雕：



海派玉雕：



南阳玉雕：以技巧的灵活及色泽显贵著称于世。





扬州玉雕：其工艺特点是琢磨



1.捣沙 2.开玉



4.扎铊--大切小 5.冲铊--粗磨



5.磨铊---细磨 6.掏膛



上花 打钻





上光



第二章、玉雕图案造型

一、玉雕人物造型

二、玉雕福兽造型

三、玉雕花卉造型

四、玉雕纹饰造型



一、玉雕人物绘画造型

    （一）观音：“光自在”"观世音"，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的简称

南北朝时期：



隋到唐初阶段: 盛唐时期：



宋代



辽代



金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颊丰额满、额部平板有一种被绷紧的感觉，
双眉细长、鼻高且直、宽肩细腰、服饰多为
当时的装饰，在技法处理上，衣纹表现极为
真实，服饰贴体，显得较为轻柔，衣纹随着
动态自然



二、玉雕福兽类造型
麒麟与貔貅（pi xiu）、凤、龙、龟并称为“五灵”，麒麟为“五灵”之首。记载
最详细的是《毛诗正义》书中说：“麟，麋身，马足，牛 尾，黄毛，圆蹄 ，角端
有肉---”。也就是说麒麟，龙头、鹿角、狮眼、虎背、熊腰、蛇鳞、马蹄、牛尾，
性格温良，是种吉祥瑞兽。传说中凡麒麟踩过的地方，都会给那里的人们带来好运，
故有“麒麟吉祥”。

　玉器中麒麟题材的寓意：

1、送子旺后
2、镇宅招财
3、辟邪挡煞
4、催财升官
5、家庭和睦



2、镇宅招财
3、辟邪挡煞
4、催财升官
5、家庭和睦



龙的形象最基本的特点是“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
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凤凰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凤凰是
灵物，常常被用作王室图腾的
图案，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
几千年来，凤凰在我国人民的
心目中，一直被视为美丽、吉
祥、善良、宁静、有德、自然，
顺天道、尚人文、致太平、向
光明的。



 龟 中国传统的四大吉祥灵物有“龙、凤、
麒麟、龟”，乌龟所代表的是长寿吉
祥。
　　



三、玉雕花卉绘画造型：牡丹：玉兰花等

玉兰花的寓意：

 1、高洁品质：流传百世的佳作《离骚》中就有对玉兰

的描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菊之落英”。从字

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屈原对兰花的欣赏。于是人们把

屈原的高洁品质作为玉兰花的寓意。 

2、坚贞守护： 古人是爱情、亲情、友情的信物，“金

兰之交”就是友情的最高层次，结拜之时也称义结金兰。

玉兰花代表了纯净的爱情、温馨的亲情、坚贞的友情。

3.感恩之心：



牡丹：1、象征着高贵，典雅气质的人 
      2、牡丹历史渊源:
      3、牡丹寓意 



1. 谷纹



2. 蒲纹 3. 乳丁纹　



4. 云纹 5. 螭纹(CHI)  没有角的龙



6. 虺纹 [huǐ] 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 7. 龙纹



8. 饕餮纹 9. 雷纹



10. 弦纹 11. 陶纹



12. 凤纹



一、玉石种类及特性
翡翠: 来历1马夫拾石2.名字
来历，鸟，与和田绿玉区分
翡翠与名人
 
1.产地：
2.硬度：
3.韧度：
4.光泽：
5.颜色： 



和田玉：      周穆王    昆山之玉   于田玉  清光绪和田玉   乾隆 
1.产地：
2.硬度：
3.韧度：
4.光泽：
5.颜色：



独山玉：1.产地：2.硬度：3.韧度：4.光泽：5.颜色：



4.蓝田玉：传说杨伯雍 



5.岫玉   岫岩玉星



4.绿松石：少数民族佩戴绿松石的原因：
生活习惯     宗教崇拜信仰



.6玛瑙:



5.黄龙玉  2004年   红黄     



8.寿山石:乾隆款寿山石三方连体印章



9.青金石:矿物颜料（群青） 西汉时期，当时的名称是"兰赤"、"金螭、"
点黛"等  陪葬品



工艺技法
1.阴刻线：



浮雕：浅2毫米层次少   中2-5毫米层次多



透雕：



圆雕：



五、玉雕工艺特点

因料施艺
剜脏去绺
化瑕为瑜
俏色巧用





涉禽类、游禽类、鹑鸡类和鸠鸽类、攀禽类、猛禽类。
涉 禽："三长"，水边，适于在浅水中，食鱼、虾、贝。例如鹤、鹭等
仙鹤有吉祥、忠贞、长寿的象征    松

雀鸟画法



游 禽：嘴宽而扁平，喜欢生活在水中，善于游泳、潜水和在水中捕食，食鱼、虾、
贝或水生植物和中子等，常在水中或近水处营巢。例如鸳鸯等。
鸳鸯的象征意义



猛 禽：嘴强大呈钩状，翼大而善飞，脚强大有力，趾有锐利的钩爪，性凶
猛，捕食鼠、兔、蛇和其他鸟类等，或食腐肉。例如鹰、雕等。



鸠鸽类：嘴基柔软，仅嘴端具角质；嗉囊能分泌乳状液，以植物种子为食。
如斑鸠等。



鹑鸡类：通常营巢于地面，以植物种子为食。如鹌鹑等。



攀 禽：脚短健，两趾向前，两趾向后，善于攀木。例如啄木鸟、翠鸟等。



鸟的结构：
1.鸟头
2.躯干
3.翅膀
4.尾巴
5.趾爪





嘴形   眼形  嘴与眼的距离











①常态足（1）(亦称不等趾足)：

三趾向前，一趾向后，如鸡;

②对趾足（3）：第一、四趾

向后，二、三趾向前，如啄木

乌；

③异趾足（4）；第一、二趾

向后，三、四趾向前，如咬鹃；

④并趾足（5）：向前的三趾

基部都有不同程度的愈合，如

翠鸟：

⑤前趾足（6）：四趾均向前，

如雨燕。

















人物的画法:
1.比例：
（1）.三庭五眼:



（2）.站七坐五蹲三半:



（3）.小孩的头部比例较大，站着时一般为三到四个头高。



（4）.张开双臂，两个中指之间的长度大约等于这个人的身高。

（5）.手臂的长度为两个头长
（7）.当举起胳膊时胳膊肘刚好到头顶。
（8）.肩宽为两个头宽。
（9）.脚掌为一个头长。
（10）.男人肩比胯宽，而女人胯比肩宽。









2.比例的测量：































3.重心的平衡：



• 佛的画法









（1）、首先用笔打出中线和顶线。用圆规的尖在

线上按照比例扎出印记标志位置。

（2）、中线两边脸宽各为6，耳宽为2，共五条纵

线。从顶线起宝顶为2，顶髻4，发厚4，发髻至眉

线4，眉线至眼上线1，眼宽1，眼至鼻下线为2，鼻

下线至下颔为4等共九条横线。

（3）、从下颌线与中线交叉点往两边各留2宽，这

二处和发际线与中线交叉点两边连接所出现的立三

角中得出两眼之间的距离、鼻头宽度嘴的两角点等。

（5）、正确使用等边三角板的0刻度和下方红线，

以保证所画横竖线是垂直90度角。

（6）、用铅笔画出脸型、两耳、发髻。线条要求

流畅饱满，左右均等对称。

（7）、按照度量所示，用铅笔正确标准的画出五

官。要求线条饱满优美，神态祥和。脖子圆满如瓶，

喉下有三级纹。



玉雕绘画装饰线的种类及特点：

高古游丝描、铁线描 、行云流水描、钉头鼠尾描、混

描、橛头钉描、曹衣描、蚂蝗描、竹叶描、折芦描、竹

叶描、战笔描、减笔描、枯柴描、枣核描、琴弦描、蚯

蚓描、橄榄描。



1.高古游丝描：

游丝描又叫高古游丝描，画人物如春蚕
吐丝，后人也称之为“ 春蚕吐丝描 ”。

画法：中锋笔尖画出。
特点：有起有收，流畅自如，显得细密

绵长，富有流动性。



2.铁线描：用中锋圆劲之笔描写，丝毫不见柔

弱之迹，其起笔转折时稍微有回顿方折之意，

如将铁丝环弯。转折处有停顿。



3.行云流水描：此描法宜中锋用笔，笔法

如行云流水，活泼飞动，有起有倒。转折

处收笔。披帛



4.钉头鼠尾描：落笔处如铁钉之头，线条呈钉

头状，行笔收笔，一气拖长，如鼠之尾，所谓头

秃尾尖，头重尾轻。



7.混描：以淡墨皴衣纹加以浓墨混成之，故名。

描绘对象的衣服时，往往先用淡墨劲笔勾画出

衣服的纹路轮廓，再用较深的墨色结合线面来

破染，形成墨色层次的变化。实际上要表现的

已经是色块和线条之间的处理关系，而非仅仅

是单纯的线条用笔问题。



8.橛头钉描：其运笔刚劲有致，质朴

简率，秃苍老硬，强调骨力的表现，

犹如钉在地上的细木桩，和钉头鼠尾

描有相近之处而显短粗。



9.曹衣描：相传曹衣描是北朝著名画家
曹仲达受到当时传入的印度美术风格的
影响而创造出的。其线条以直挺的用笔
为主，紧贴身躯，宛如刚从水中湿淋淋
地走上来一样，所以又被称为 “ 曹衣出
水 ” 。对衣纹线的组织方式。



10.折芦描：这种描法所画衣纹线条起迄部分较为尖细，行笔至中间转折时由于压力增强，而形如折断的芦叶，故名。

起笔轻、落笔重  























5.蚂蝗描：又称兰叶描，为唐代著名人物画家吴道子所创，线条

粗细变化不可穷诘，以表现“高侧深斜，卷褶飘带之势”，是吴道子

在顾恺之等人“铁线描”的“密体”风格基础上实现的独特创造。他

把狂草的用笔变为人物画造型的新方法，在轻重提按中体现线条的变

化，在疏密随意中显生动，有如飘曳的兰叶一般，表现人物的风姿飘

逸，世称“吴带当风”。如宋代佚名画家的《送子天王图》，继承吴

风，衣纹用笔粗简，劲力流畅，顿挫宛转，兼具写意笔法，在疏密随

意中显生动，表现了画中天神、天女、武将、力士内在的精神力量。



11柳叶描：这种描法所画线条状如柳叶，而略短于兰叶描，

轻盈灵动，婀娜多姿。《点石斋丛画》云：「笔下忌钉头怒降，

心手相应而如柳叶。」这种描法适宜于用来表现质地轻而软的衣

服。如明代朱瞻基的《武侯高卧图》，人物的衣纹多用柳叶描，

偶尔也用兰叶描画些较长的线，使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清新、灵

动、轻盈的美感。

 



12、竹叶描：由宋时墨竹画技法演变而来，因线条状如

竹叶而得名。《点石斋丛画》说竹叶描「用笔横卧，为肥短撇

捺，如竹叶。」在人物衣纹的描法上，竹叶、柳叶、芦叶这三

者叶子从外形上看都很相似，只有依靠描绘时手腕下笔的轻重、

刚柔与长短等变化来加以区分。如清代禹之鼎所绘《李图南听

松图》中的衣纹，用笔起伏顿挫明显，线条粗细变化较大，很

像随风飘动的竹叶，飘逸活泼。



3.琴弦描：与高古游丝描属同一类型的描法，中锋悬腕用

笔，画出的线条比高古游丝描更为粗劲而有韧性，宛若中国古

代弹拨乐器的丝弦，五代周文矩擅用此法。为了强调柔软的丝

绸质地的衣纹和垂直飘摆时的姿态，在行笔过程中运用中锋缓

慢画出，其线型平直、挺拔，其目的是为了较写实地表现出丝

裙的衣褶。如张萱的《捣练图》、周的《挥扇仕女图》、《调

琴啜茗图》中的衣纹裙带的线条，正是琴弦描的典范。有时画

家为了加强某些裙裾部分的重量感，在行笔过程中用笔颤动，

结果线条状似莼菜，起到了强化线条粗细变化的作用。



 13、战笔描：又叫战笔水纹描，宋《宣和画谱》

上有这样的记载：「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也，……善画，

行笔瘦硬战掣。」其中的「瘦硬战掣」一语，可视为战笔

水纹描的原始依据。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画当时文人

士大夫弈棋聚会的情景，画中人物，笔法简细流利，衣纹

线条呈现出曲折战颤之感，与画谱上的记载基本相符。



14、减笔描：这是一种行笔速度快，线条简约的画法。

其特点是侧锋行笔，画出的线条既概括简练，又富于变化，行

笔速度快时尤显其笔力强劲。较为典型的作品是梁楷的《太白

行吟图》，画诗仙李白行走吟诗的情形，全画除头部及五官用

细笔勾描外，衣裙则用大笔四、五笔淡墨画出，纵笔挥洒，诗

人吟咏时的神情就跃然纸上。梁楷的这种减笔线描把中国人物

画的创作推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宋以后，梁楷的减笔画启发了

一部分文人画家，对日本的绘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5、枯柴描：枯柴描与减笔描在用笔上并无多

大区别，只是前者渴笔较多，后者干湿并用。如宋代

龚开的《中山出游图》，钟馗衣纹都用偏锋，渴笔画

出，在线叉开时还会产生飞白的效果，一如枯柴高悬。

明代画家多采用这种描法，如吴伟、张路、周臣等画

中人物服饰中的线条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



 16、蚯蚓描：这种描法要求把篆书笔法融于画法之中，

似篆书般圆匀遒劲的笔法，以外柔内刚的线条来表现人物的衣纹。

如明代丁云鹏的《补纳图》，画中衣纹线条墨色秀润简劲，用线

简洁，细劲平直，很好地体现了外柔内刚的衣纹特征。



17、橄榄描：橄榄描用笔起迄极轻，头尾尖细，中间

沉着粗重，所画衣纹如橄揽果实，故而得名。周履靖、汪玉

认为此法为颜辉所创，如颜辉的《铁拐仙人像》，衣纹线条

采用颤笔画出，头尾尖细，中间的线条粗如橄榄。



18、枣核描：枣核描用尖的大笔绘就，虽与橄榄描相似，但

线条节奏较之更柔和，故线条更显自由。枣核描运用大笔挥洒，中

间转折顿挫圆浑，呈枣核状。由于线的转折剧烈，中段自然鼓起，

再加上线条短促，所以枣核描较适宜表现麻布的质感。如清代金农

的《钟馗图》，就是典型的枣核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