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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银器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每一时期的金银器都具

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我们追溯那古老的岁月，去大致了解一下它的

发展轨迹吧。

商周金银器：小巧简约

中国迄今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最早的黄金制品是商代的，距今已有 3000 余年

的历史。商代金器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及商 王朝北部、西

北部和偏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 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四

川等地，都曾发现过这一时期的金器。一般地讲， 这个时期的金器，形制工艺比较简单

，器形小巧，纹饰少见，大多为装饰品。

如果将商王朝统治区与周边地区出土的金器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它们

似乎是分别在几条互不干扰的平行线上发展起来的。在形制和偶有发现的纹

饰上，地区文化的特点十分鲜明。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

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

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

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

格。其中颇为独特的金面罩、金杖和各种金饰件，也都是商文化及其他地区

文化所未见的。金银器早期的发展情况，也反映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

性和不平衡性。这是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和自然条件复杂所决定的。

商周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银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 

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银工艺的发展； 

并使金银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早期 

的金银制品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是用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 

或者说，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最迟在西周时期， 

金银平脱工艺就出现了。

春秋战国金银器：清新活泼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大量错

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从出土地点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

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多。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

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南北方差异较大， 

风格迥异。北方匈奴墓出土的大量金银器及其金细工艺的高度发展，尤令人

瞠目。

这个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陕西宝鸡益门村 2 号秦国墓葬、

河南洛阳金村古墓、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



金银器最有代表性。此时南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

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中原和

南方地区的金银器，大体看来，与北方匈奴少数民族地区金银器的形制风格

截然不同，多为器皿、带钩等，或是与铜、铁、漆、玉等相结合的制品，其

制作技法仍大多来自青铜工艺。

秦汉金银器：繁荣发展

秦代金银器迄今为止极为少见。曾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 

器物中，发现一件秦始皇三十三年造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

这种在银器花纹处鎏金的作法，唐代以后十分盛行，金花银盘亦为唐代金银 

器中很有特色的主要品种。

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 

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 

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 

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 

先秦时代。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 

容器更少见，可能因为这个时期鎏金的作法盛行，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迄 

今考古发掘中所见汉代金银器皿，大多为银制，银质的碗、盘、壶、匜盒等， 

在各地均有发现。一般器形较简洁，多为素面。

汉代金银制品，除继续用包、镶、镀、错等方法用于装饰铜器和铁器外， 

还将金银制成金箔或泥屑，用于漆器和丝织物上，以增强富丽感，最为重要 

的是，汉代金细工艺本身逐渐发展成熟，最终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走 

向独立发展的道路。汉代金钿工艺的成熟，使金银的形制，纹饰以及色彩更 

加精巧玲珑，富丽多姿，并为以后金银器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汉代金银器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广西、广东、陕

西、甘肃、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均有发现。除大量金银饰品外， 

主要还有车马器、带钩、器皿、金印和金银医针等，涉及面较为广泛。在吉

林省通榆的北方鲜卑族墓葬、西北新疆乌孙墓葬、车师国故地、焉耆古城等

遗址，以及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地也发现了金银器，大多为金银饰品，如

牌饰、金花、首饰、带扣等，具有较浓厚的民族色彩。

魏晋南北朝金银器：独具异域风采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朝代更替频繁，社会经济亦遭受破坏。然

而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共存的生活中，逐渐相互融合，对外交流进一步

扩大，加之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使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

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

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

器仍为饰品。

在这个时期的墓葬中，常可以看到民族间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迹象。辽宁

北票冯素弗墓中出土了“范阳公章”龟纽金印、金冠饰、人物纹山形金饰， 

镂空山形金饰片等，这些金银器既有汉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北方游牧民

族的风格特点。



这个时期的金银器皿仍不多见，且所见大都带有外来色彩。如山西大同

小站村封和突墓中出土的鎏金银盘，银高足杯和银耳杯等，除耳杯外，鎏金

银盘和银高足杯均为波斯萨珊朝制品。

同时，随着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这个时期金银器的制作和功能亦颇受

影响。江苏镇江东晋墓出土一件金佛像牌，呈长方形，正面线刻有裸体全身

佛像，头顶灵光，面带稚气，应为释迦出土童像。这种用于佛教奉献的金银

制品在唐宋以后极为常见。

唐代金银器:绚丽多彩

唐代，金银器制作有了重大发展。近几十年来的几次大宗发现，金光闪 

闪，银光熠熠的金银器，又成了显示唐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

不是吗？当你看到那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时， 

一定会联想到唐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可以说：中国古代金银器皿是在唐代及其以后兴盛起来而金银器皿是在

唐代及其以后兴盛起来而金银器皿又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金银

器从器物种类来说，可以分为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品

及宗教用器。

唐代金银器纹样丰富多彩，这些纹饰与器形一样，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

和风格，透过它们，我们确实可以感到唐代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文化艺术

的欣欣向荣。

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技术也极其复杂、精细。当时已广泛使用了锤击、浇

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錾刻、镂空等工艺。

唐时历时近 300 年，金银器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初唐到唐高宗时期（公元 618—683 年），器类品种不多，有碗、盘、杯、

壶、铛等。其装饰特点是划分出许多区段来配置图纹，装饰区间多在 9 瓣以

上，甚至于有14 瓣的，这些区间瓣多錾刻成U 形或 S 形。棱形器物是这个时期

的重要特征。

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公元 684—755 年），器形种类增多，上一期 12 

瓣以上的装饰区间手法已被淘汰，大量采用六等分、八等分来装饰配置纹样， 

装饰瓣多为莲瓣形且多为双层叠瓣，U 形瓣已极少见，S 形瓣不再出现。

总之可以说：从唐初到玄宗时期金银器皿受西方的影响较大，但同时也

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外来因素逐渐减少和消失。如高足杯、带把杯、折棱

碗、五曲以上的多曲器物和器身呈凸凹变化的器物很流行。纹饰有忍冬纹、

葡萄纹、连珠纹、宝相花纹、禽兽纹和狩猎纹。

肃宗到宪宗时期（公元756—820 年），装饰手法多采用多重结构为主的

六等分法，盘类多附三足，出现仿生器形，即仿照动物等的造型。已不见高

足杯，带把杯和多曲长杯等。

穆宗到唐末（公元 821—907 年），器形种类繁多，盒、碗类器物出现高圈足， 

仿生器形更多一些，流行四等分、五等分的装饰手法。

宋元金银器：清丽典雅

宋代随着封建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十分 

兴盛。有铭款的金银器显著增多，亦为宋代金银器的一大特点，并对元、明、

清的金银器制作产生重要影响。



宋代金银器是在唐代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崭新

风貌。虽不及唐代金银器那样丰满富丽，然而却具有典雅秀美的独特风格。

这种风格与宋代艺术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有人认为，宋代艺术没有唐代的

宏放魄力，但是其民族风格却更为完美。与唐代相比，宋代金银器的造型玲

珑奇巧，新颖雅致，多姿多彩。相比之下，唐代金银器皿显得气势博大，而

宋代则以轻薄精巧而别具一格。宋代金银器在造型上极为讲究，可谓花式繁

多。

宋代金银器的纹饰总的说来，以清素典雅为特色。虽没有唐代纹饰那样细腻

华美，然而其洗炼精纯亦非唐所及。素面者，讲究造型，光泽悦目；纹饰者

则以花鸟为大宗，并使丰富多采的装饰纹样，与变化多姿的器物造型巧妙结

合，达到合谐统一。比之唐代，宋代纹饰的题材来源于社会生活，其表现内

容更为广阔，亦更为世俗化，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从宋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看，自秦以来流行的掐丝镶嵌、焊缀金珠的技

法几乎无见。而较多运用锤鍱、錾刻、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具有厚重

艺术效果的夹层技法，为宋代以前金银器制作中所未见。镂雕工艺在唐代基

础上进一步精进。最有特色的是，宋代金银器采用了立雕装饰和浮雕型凸花

工艺。

宋代金银器在其本身的纵向发展中，还出现了大量横向结合的作品。金

银与漆、木等其他材料合壁，金银用于服饰、书画等。

两宋时期的辽、西夏、金、大理等国的金银器也有较多发现。大体上看， 

其作工和形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唐宋金银器制作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 

地方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展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

元代金银器在宋代的基础上，其形制、品种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

了比较明显的时代风格。与宋代和明代相比，迄今为止见到的元代金银器为

数不甚多。然而从文献材料上看，当时的金银器饰并不稀见。

从总体上看，元代金银器与宋代相近似。银器数量多。金银器品种除日用器

皿和饰品外，陈设品增多，如瓶、盒、樽、奁、架等。元代大多数金银器均

刻有铭款，这对研究元代金银器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从造型纹饰看，元代

金银器仍讲究造型，素面者较多，纹饰者大多比较洗练，或只于局部点缀装

饰。然而，元代某些金银器亦表现出一种纹饰华丽繁复的趋向。这种趋向对

明以后金银器风格的转变，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清金银器：华丽繁缛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化发展的总势趋于保守。其金银器

制作一改唐宋以来或丰满富丽、生机勃勃；或清秀典雅，意趣恬淡风格，而

越来越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如果你从中国金银器的历史

长廊中流览而过，那么当你信步走到这里时，便会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那器形的雍容华贵，宝石镶嵌的色彩斑斓，特别是那满目皆是的龙凤图案， 

象征着不可企及的高贵与权势。这一切都和明清两代整个宫廷装饰艺术的总

体风格相和谐一致，但是却和贴进世俗生活的宋元金银器迥然有别。然而， 

明清两代的金银器，其发展轨迹可谓明晰可见，但其分野之界亦是如此鲜明。

大体上说，明代金银器仍未脱尽生动古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

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



在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龙凤形象或图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变

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极致。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中素面者少见，大多

纹饰结构趋向繁密，花纹组织通常布满器物周身，除细线錾刻外，亦有不少

浮雕型装饰，对以后清代的金银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极多，大部分为传世品。从风格上看，清代金银

器既有传统风格的继承，也有其他艺术、宗教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

种继承吸收古今中外多重文化营养因素的基础上，清代金银器工艺获得了空

前的发展，从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洋洋大观和多姿多彩。

清代金银器

清代金银器的器型和纹饰也变化很大，已全无古朴之意，同时反映了宫廷金

银艺术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的倾向。其造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

而更加绚丽多彩，纹饰则以繁密瑰丽为特征。或格调高雅，或富丽堂皇，再

加上加工精致的各色宝石的点缀搭配，整个器物更是色彩缤纷、金碧辉煌。

清代金银器的加工特点，可以用精、细二字概括。在器物的造型、纹饰、色

彩调配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继宋、元、明以来，清代的复合工艺亦很发达。金银器与珐琅、珠玉、

宝石等结合，相映成辉，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

清代传世品中，亦保留了不少各少数民族的金银器。这些金银器反映了

当时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与爱好，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民族风格。

总之，清代的金银器丰富多采，技艺精湛。其制作工艺包括了范铸、锤 

鍱、炸珠、焊接、镌镂、掐丝、镶嵌、点翠等，并综合了起突、隐起、阴线、

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应该说，清代金银工艺的繁荣，不仅继承了中国传 

统工艺技法而又有所发展，并且为今天金银工艺的发展创新奠定了雄厚的基 

础。

— —◇ 结 语 ◇— —

纵观金银器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艺术 

风格，这种风格既是那个时代审美意识的反映，亦能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精神 

风貌。从历史长河的纵向发展看，金银器的发展有其历史传承性，而在同一 

时代中，金银器的发展也会受到来自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横向渗透和影响。 

金银器是在中国丰富多采的文化土壤上产生并发展的，它从其他文化艺术领 

域中汲取营养，并形成了自身独具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条浩荡壮阔的大江，而每一支汇入其中的细流，都使 她

更加博大而辉煌，都使她得以更加色彩斑斓、仪态万方的面貌呈现；那么， 具

有神奇瑰丽色彩的金银器，不也是为中国文化这一巨大实体注入活力和风 采

的一支涓涓细流吗？



金银器收藏玩赏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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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艺术品市场的不断红火和国际金银价格的飙升，使不少古代金银器价格水

涨船高。但与书画、瓷器、古钱币等藏品相比，金银器的价格仍处于平稳状态。随着收藏界

对金银器收藏价值的逐步重视，金银器后市的升值空间还很大。为此，笔者建议有兴趣的藏 家

，不妨多关注金银器。

鉴于金银器藏品尤其是旧银器的收藏门槛较低，大量清末民初的旧银器价格仍比较便 

宜，不少做工考究、图案精美的旧银器与其他同时期藏品相比，价格较低，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

涉足旧银器的收藏与投资，可以说风险较小。

目前清末时期一对做工考究的银手镯价格在 500 元左右，而民国时期的银质长命锁价

格为 200 元至 400 元之间，清代中期的普通银簪价格约在300 元至 600 元之间，价值较高

的清末银薰炉、银挂屏等器物也就2000 元至 5000 元之间，而清末的银腰牌市价在500 元至 

1000 元不等，一双民国时期的银筷子价格也就100 多元，至于银纽扣、银耳坠的价格， 普

通的品种仅为几十元。

与一般的旧银器相比，金器的价格就要高许多。近年来，在海外的一些拍卖市场上，一件

唐代鎏金银花鸟纹蛤形盒达 4．83 万美元，一顶元代金丝凤冠达 13．8 万港元，一对清乾

隆时期的足金轿式灯笼达 14．9 万港元。价格最高的可算是一组清御制足金酒具，拍卖价

达到了 46 万港元。这些金器拍品还是几年前成交的，如果是现在，那成交价格肯定会更高

。

收藏爱好者在收藏金银器时一定要综合考虑，不仅要看其材质、重量，还要看年代和工艺

的精美程度。

自古以来中国人以黄金白银作为财富的象征，因为它们既可保值珍藏，又可以代表身份 地

位。如果说，邮票、钱币、火花、连环画等属于大众收藏品的话，那么金银器就属于档次较高的

“贵族化的收藏”。正因为金银器本身所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所以收集金银器不是一 件轻而

易举的事。目前在古玩市场上所见的金银器，基本上都是以金银饰物为主，大型器皿  很少。从

年代上看，又以明清、民国时期为多，早期的金银器则十分罕见。从生产工艺上看， 工艺复杂、制

作精美的金银器较少，而大路货的金银器则较多。

金银器从材质上一般可分为金器、银器和鎏金银器三大类。从实际使用上又可分为器物 和

饰物两大类。器物类还可细分为饮食器、盥洗器、陈设观赏品、宗教祭祀器等；饰物类可细分为

发饰、颈饰、耳饰、手臂饰、胸坠饰等。而饮食器中又有杯、盘、壶、盏、碗、提梁

建议参考书籍：《中国金银器鉴赏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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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等；盥洗器中有盆等；陈设观赏器中有熏炉、香熏、瓶、挂屏、盆景等；宗教祭祀器中有造

像、葬具、法器等；颈饰有项链、项圈、排圈、长命锁等；耳饰有耳环、耳坠等；胸腰坠 饰有

腰链、腰带、腰牌等。

目前，古玩市场上也充斥着不少金银器赝品，因此藏友们有必要掌握鉴别金银器真伪的 方法

。金银器的真伪鉴别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其材料质地的鉴别，二是对其制造年代  的鉴别。

对金银器材质的鉴别，可通过以下几点：首先，金的密度大，掂在手里有沉重感， 太轻的制品必

是伪品。其次，金银的硬度小，质地软，延展性强，经锤打后即可变形。若用普通金属物在金

银制品上轻轻划试，一般留下凹痕的是真品，留下划痕的是伪品。再次，可 将金制品抛在硬地

上，会发出“叭嗒”之声，有声无韵，成色低的黄金则有韵，且响声尖长。

此外，真金银落地时的跳动没有假金银来得剧烈。第四，金、银的化学性质较稳定。金

在酸性液体中(如稀盐酸、硝酸等)颜色不变，而铜制品只要是一触及硝酸，便会失去光泽。 

若是镀金，表层镀金很容易脱落，不仅脱落部分易生锈，即使镀金表面也易被铜覆盖。古代  黄

金中的银、铜、铁含量偏多，含银越多颜色越淡；含铜多则呈淡黄色，且稍微发绿，若入土时间

偏长则会呈栗黄色；金中含铁偏多者，一般呈玫瑰红色。时下，古玩商大多依据“七  青、八

黄、九五赤”的口诀来识别古金器的成色。

宋-明银质，镶嵌红珊蝴银耳环（8 厘米）



宋-明老金，镶嵌红珊蝴金耳环（10 厘米）



唐代。鎏金鹦鹉纹及飞鹿纹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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