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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琢玉工艺包括选料、切割、抛光、纹样等多

种复杂工序，这其中切割工艺在琢玉过程中最为关

键，它不仅是塑形的基础，而且也是纹样雕琢的主

要方式，甚至通过切割工艺的分析，还可以反映不

同考古学文化中琢玉集团之间的差异。
牟永抗较早系统地阐述了史前琢玉的切割工

艺，他在《良渚玉器三题》中根据玉器表面留下的切

割痕迹，区分为硬性片状物切割和柔性线状物切

割①，也就是简称的片切割和线切割。之后牟永抗

又提出片切割的三种模式：以片锯体的长边为刃切

割体形较大的玉料、较薄较窄的长条形片锯体呈多

角度切入、以长条形薄体片锯的短刃为刃缘以斜向

或垂直的角度切入玉料（图一）②。史前线切割的技

术出现很早，早在八千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中就已

经出现线切割琢玉工艺，邓聪还进而认为线切割技

术起源于东北，再向四方扩散③。
那么这线切割和片切割两种琢玉工艺在切割

解玉和纹样造型中各有什么优势和特点呢？为什么

良渚文化时期大体量的玉件基本选用线切割而不

用片切割呢？片切割琢玉工艺的背后是不是反映了

琢玉工艺的变迁和进步？

一

无论片切割还是线切割，它们都是通过解玉砂

加水进行切割，在切割的过程中，片切割由于是纵

向来回的切割运动，切割工具在前进中一直需要保

持片状工具的平直，所以切割痕迹也相当平直。线

切割由于两侧用力的不同，柔性切割物在运动过程

中呈线性前进，用力或者技术的娴熟程度取决了线

切割在运动前进过程中呈波浪状起伏的高低。显而

易见，就耗材而言，在一般的技术下片切割远远胜

于线切割。而最为主要的问题是，除了需要保持特

别弧曲度外形的玉器之外，就外形的平整度而言，

显然片切割占据了完全优势。陈启贤等曾经分别就

线切割和片切割进行过初步实验，他们选用和阗子

料作为玉材，用麻绳压住解玉砂双手向下执绳进行

左右往复切割，切割 20 小时后深 6 毫米④；砂岩片

加解玉砂单向切割，切割 19.5 小时，切割深度正面

为 3.5~5.0、背面为 7.0 毫米；竹片加解玉砂，切割

20 小时后深度为 4.8~5.0 毫米⑤。由此可见，如果排

除切割工具的制约，两种切割方式的进度大体相仿。
既然两种切割方式效能接近，片切割还能达到

平整取直的效果，为后期玉器打磨平整奠定了基

础。但是我们却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玉璧、玉钺、复式

节高玉琮等大体量的玉器的表面，留下的都是线切

割的痕迹（图二）⑥，原因何在？

唯一一件疑是片切割开料的是瑶山 M9:14 玉

钺⑦，玉钺一面纵向留有一道中间略深两端略浅的

片切割痕迹，距离玉钺侧边的距离约 3.6~4.6 厘米

（根据线图丈量），如果排除这一痕迹是前期另外

图一 牟永抗提出的片切割三种模式

片切割的第一种模式示意图

片切割的第二种模式示意图

片切割的第三种模式示意图

57· ·



取材时所留，那么也就是这一玉钺的片切割深度

（图三）⑧。
目前我们已知，以瑶山 M9 为代表的良渚显贵

墓葬，其年对应属于良渚文化早期阶段，也就是与

凌家滩墓地的晚段接近。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早

期琢玉工艺之间的交流已是事实，但是隔着宁镇山

地和长江的凌家滩文化，其琢玉工艺中的切割方式

却与良渚文化不同，相对而言，凌家滩文化中对于

大体量玉石器的切割除了线切割之外，片切割占有

相当的数量，除了个别的玉钺，尤其是一些石锛和

石锛半成品、石钺的切割表现的最为明显。如

98M20 出土的 4 件石板（应该是石锛的半成品），长

36~39 厘米不等，宽约 10 厘米，两面均留纵向的有

切割痕迹，当然，这些切割深度约在 5 厘米左右

（图四）⑨。
实际上，这样一定深度的片切割技术有着地域

的分布。
虽然线切割在东北内蒙出现的很早，但是红山

文化的大体量扁薄玉器上的切割痕迹就未见线切

割的痕迹，牛河梁 N16M4:1 玉凤和 N16M2:1 勾云

形器的背面留有切割槽，现在留下的切割槽当然不

是开料所遗留的切割槽，而是为了隧孔的穿透，但

从平面平整的情况来看，这两件标本所反映的切割

应 该 是 片 切 割。牛 河 梁 N16M4:1 玉 凤 通 长 约

20.43、最大宽约 12.71 厘米。N16M2:1 勾云形器，

通长 22.5、宽 11.4 厘米。牛河梁 N2Z1M27:2 勾云

形器高 9.8、宽 28.6、最厚部位仅 0.5 厘米，“是牛河

梁遗址出土玉器中个体最大也是集高水平的切片、
起地法、镂孔技法为一体的一件非常典型的标本”
（图五）⑩。

片切割技术应用于大体量玉器的成形，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除了年代较为接近的凌家滩文

化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在

应用大体量玉件成形的片切割技术方面非常成熟

了。如刘敦愿 1963 年于日照两城镇发现的长 48.7、
宽约 12 厘米的“石铲”輥輯訛，这件“石铲”虽然没有留

下切割痕迹，但是应该为片切割所成，刘敦愿后来

又补充了两城镇残长 30、宽 9.5~10.2 厘米的“扁平

图二 玉璧和复式节高琮遗留的

线切割痕迹———反山

M20：157 玉璧和寺墩

M3：22 玉琮拓片

图三 瑶山 M9：14 玉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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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山 M20：157

寺墩 M3：22 0 1 2 3 厘米

图四 凌家滩 98M20 石锛半成品

表面的片切割痕迹

98M20：10 98M20：38

98M20：54 98M20：55

图五 牛河梁三件片切割成形的玉器

0 2 厘米 N16M4：1 玉凤

0 4 厘米 N16M2：1 勾云形器
N2Z1M27：2 勾云形器

0 4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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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孔玉斧”輥輰訛，片切割痕迹就很清楚了。当然，也可

能受到器物本身形制的制约，片切割的对象，一般

在 10 厘米左右，而且应该是双向片切割，因为如果

以单向计，也就是 5 厘米左右的深度。
石家河文化的扁平状玉器，也引用了片切割技

术，如肖家屋脊 W6：56 璜輥輱訛，虽然璜体不算很大，但

是片切割用于璜的切割，为良渚文化所不见。
片切割深度最大的突破是齐家文化的玉璧，那

些直径超过 30 厘米的大玉璧表面往往清晰地留有

片切割痕迹，而且这类片切割痕迹的地缘平直，说

明片切割技术的娴熟，更说明当时的片切割工具有

了新的选择（图六）輥輲訛。

无疑，以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和西北地区齐家文

化为代表的片切割技术的更上一层楼，为这期间和

稍后的大型扁平式玉件提供了形体上的保障，如玉

大刀、大玉璋等。约当中原地区商晚周初时期的川

西三星堆古国，1 号祭祀坑出土的 K1:81、97 大玉璋

残长就达 162 厘米、宽 22~22.5 厘米，厚却仅 1.8 厘

米輥輳訛。这样的大件扁平玉器的出现就不是偶然了。
在良渚文化随葬玉璧数量较多的墓葬中，可以

发现一些品质较好，放置时单独位置的玉璧往往两

面打磨平整，把前期遗留的波浪状起伏的线切割痕

迹基本打磨至平。如果有适合的片切割技术，就可

以省略这份工序。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

有可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片切割工具选择了竹片

等宽度有限的材质。

二

在良渚文化琢玉工艺中，除了管钻，切割技术

是引用最为广泛的琢玉工艺。两者不但用于开料整

形，而且还用于纹样的雕琢。线切割和片切割两者

相得益彰。

利用线切割雕琢纹样，主要是镂孔。凌家滩

87T1207②：22 双连璧（报告彩版六）和瑶山 M11：

84 璜（报告第 156 页）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与这

一搜扩技术一致的，还有带钩钩体的成形。除此，在

崧泽文化阶段，玉璜上部内凹也有用线切割而成。
线切割除了镂孔，还有用于边缘部位的纹样雕

琢。如反山 M16:4 璜形器上下边缘的成组切割凹

槽（插图箭头所示），这样处理玉器边缘的纹样非常

特别，与红山文化勾云形器的片切割推蹭形成的凹

洼形成对比（图七）。

如果技术娴熟的话，线切割也可以非常稳定地

把握前进的方向。余杭横山 M2 出土了一对可以拼

合的分体玉琮（M2:14、21）輥輴訛，玉琮节面的图像除了

目前所见瑶山 M12~2789 琮上下节面由于本身纹样

的特别而高度不同之外，其余所见玉琮均大体等高，

笔者对上下两琮复原之后，可以确认其线切割过程

包括打磨在内，总宽度约在 3 毫米左右（图八）輥輵訛。

前文已经提到，良渚文化玉器琢玉工艺中几乎

不见切割深度超过 5 厘米以上的片切割技术，良渚

文化的片切割开料整形主要用于管、锥形器这类需

要长边的玉器。目前所见，锥形器上遗留的切割痕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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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图六 日照两城镇出土的穿孔玉斧和静宁后柳沟村

出土的大玉璧

日照两城镇 静宁后柳沟

图七 良渚文化玉器纹样的线搜

———瑶山 M11:84 璜和反山 M16:4 璜形器

瑶山 M11：84 璜

反山 M16：4 璜形器

图八 横山 M2 一对可以拼合的分体玉琮复原

0 1 2 3 4 5 厘米

0 1 2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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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均为片切割。如，瑶山 M8:10 一组七件锥形器上，

有 4 件器表留有明显的片切割痕迹 （报告第 109

页）；又如，反山 M20:72 成组锥形器中的八件素面

锥形器，有 5 件器表留有明显的片切割痕迹（报告

第 230 页，参见插图箭头所示）。良渚文化时期的单

体锥形器长度也有不少超过 30 厘米，如嘉兴大坟

出土的锥形器长 38 厘米輥輶訛、新地里 M73:15 长 33

厘米、福泉山 M9：7 长 32.5 厘米輥輷訛。良渚文化片切

割的深度有限，但是长度不一定示弱，当然，这也与

玉料的大小有关（图九）。

良渚文化玉管的制作成形与锥形器类似，先从

玉料上片切割成柱状体，然后打磨修正为圆柱体，

再一一切割（这时往往为线切割）为长度合适的柱

体，最后钻孔，也有一些可能出于特别的要求，再对

已经成品的玉管进行两次分割。玉管长度较长的如

反山 M17:9 长玉管，达 12.48 厘米 （报告第 185

页），两次分割的玉管以瑶山发现的最多。

我们在良渚遗址群塘山金村段发现了良渚文

化晚期的制玉作坊，出土了琢玉废弃品和与琢玉有

关的石制品，其中一些留有多道的浅片切割痕迹的

玉料，就是用作锥形器和管的生产去了（图一○）輦輮訛。
良渚文化时期的片切割除了用于上述之外，还

用于玉璧的成形，往往在玉璧边缘面遗留有上下切

割痕迹（图一一）輦輯訛。也还用于扁榫的制作，如冠状

梳背的榫头、玉钺瑁和镦的扁榫等。
良渚文化玉器中尚未发现利用片切割技术穿

孔，但是凌家滩 87M4:40“人头冠形饰”（报告彩版

三○）的镂孔却是利用片切割先来回推蹭，再扩孔

而成，而且片切割的工具应该是短刃边（图一二），

凌家滩 87M4：68-1 三角形饰上的叶脉形纹样也是

短刃边的切划，这一技术虽然早在石器上存在，而

在琢玉工艺上面似乎也不少见，实际上是红山文化

勾云形器凹洼成形的基本技术，与红山文化大平整

面上的钻隧孔之前先行下洼切割一致，笔者甚至认

为红山文化玉器中的许

多环璧类穿孔都有这类

工艺的影子，应该在某种

程度上又说明了两地在

琢玉技术上的密切联系。
崧泽文化晚期至良

渚文化早期的圆雕形龙

首玉器的纹样，也用与阴

线刻有别的短刃边切划，

但是也仅限于这样的主

题。在良渚文化琢玉工艺

中，属于片切割范畴的切

划技术却被应用在凸块

的减地上，如反山 M14：

135 三叉形器，背面为上图一○ 良渚遗址群塘山金村段出土的片切割玉料

图一二 凌家滩 87M4：40
人头冠饰扩孔的

短刃边切割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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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图九 反山 M20 锥形器器表留有的片切割痕迹

1 2 3 4 5 6 7 8
1~8. M20：72-1~72-8

图一一 反山 M23：129、158 玉璧边缘面遗留

的片切割成形痕迹

片切割

反山 M23：129 反山 M23：158

侧面双向片切
割痕迹以及边
缘面打磨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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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四个凸块，上部中叉三凸块的下方边壁上留有纵

向的片切割痕迹，凸块之间的橄榄形下洼痕迹应该

是片切割多次推蹭的结果，当时报告的认读可能有

误（报告第 95 页），而下部凸块右侧的线切割则说

明切割到一定程度之后，局部小范围用线切割进

行了割取。瑶山 M10：18 端饰端面的块状凸起也是

利用了这一工艺（报告第 141 页），只是它的切割

减地是长刃部来回下切而已（图一三）。
这种多次推蹭形成凸块的方式，也就是浅浮雕

的工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红山文化琢

玉工艺中，片切割技术发达，可以切割体形较大的

扁薄型玉器，也可以利用片切割技术进行打洼从而

形成宽槽和凸棱相互结合的纹样上的阴阳表示，但

是红山文化始终未有切割减地浅浮雕的技术。良渚

文化的片切割深度虽然有限，但是引用却非常广

泛，减地浅浮雕虽然是通过连续并列的多道多次刻

划而成，实际上就是利用短刃边的尖端部位进行雕

琢（报告彩版一六二），可以称之为“切划”、“切刻”
（图一四），浅浮雕所形成的视觉上的不同层次感与

打洼技术所形成的晕眩（良渚文化玉器兽面纹大眼

的月牙形部位也利用了局部打洼）有同曲异工之妙。
片切割作为史前琢玉工艺中的主要技术，其背

后反映了不同考古学文化琢玉集团的工艺特点，也

可以反映出这些工艺技术在时空中的变迁，中华玉

文化源远流长，琢玉工艺层面上的片切割也是其中

的一个缩影。
2013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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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反山 M14：135 三叉形器背面和

瑶山 M10：18 端饰端面的切割工艺

反山 M14:135 三叉形器

瑶山 M10:18 端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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