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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3 月，本书编写完成，历时一年，是沈阳永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拍卖与典当管

理

专业项目组专门为沈阳职业技术学院金融学院的拍卖与典当管理专业打造的专业课系列教材

之

一，全书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详细介绍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流程和组织拍卖会注意的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常见的各类别文物艺术品，包括：陶器、青铜器、瓷器、玉器、金银器、法书

墨迹、绘画等，着重讲解各类文物艺术品的定义、历史、分类、特征、保存等等。本课程的

培养

目标及课程任务是：

1．明确文物艺术品的意义和基本种类，熟悉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

2．掌握文物艺术品的基本常识和文物艺术品拍卖的操作实务；

3．能利用理论和感观辨认，客观地知道文物艺术品的外在特征，并且对文物艺术品拍卖会的

各个组织环节有所熟悉；

4．能结合企业的实际，做好有关拍卖会的实务工作。

同学们，拍卖与典当管理专业是为培养拍卖、典当、资产评估等行业的技能型、专业型人才

所开设的，专业课程的教学致力于以职业资格证书的取得为基础，内容涵盖拍卖从业资格证

书、

典当从业资格证书、注册拍卖师考试的全部内容，同时针对目前行业的发展需要，《文物艺

术品与

文物艺术品拍卖》是本专业的特色课程。学习好这门课程，可以使得本专业的毕业生能够具

备在

现代企业中从事文物艺术品鉴赏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毕业后能够零间距的在企业上岗并

胜任

相应的工作。

由于行业发展瞬息万变，尽管编写教材的专家、学者付出了智慧与劳动，但由于主客观等多

种原因，难免有所不足，欢迎业内人士批评指正、多提宝贵意见，使我们的教材更趋完善。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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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文物艺术品拍卖实务

第一章 文物艺术品概述

第一节 文物和艺术品的定义

一、文物的概念

历史上关于文物的定义一直很不统一，称呼各异，所指也不同。建国后开始使用“文物”一词，1982 年

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这一概念。2007 年 6 月 5 日国家文物局颁

布实施的《文 物出境审核标准》规定：凡在 1949 年以前（含 1949 年）生产、制作的具有一定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 原则上禁止出境，其中 1911 年以前（含 1911 年）生产、制作的文物一律禁

止出境。据此，所谓文物是指 1949 年以前生产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特征的物品。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

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 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对于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认识并促 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物的保护管理，涉及社会不同职能的各个

部门；文物的科学研

究，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多种学科。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是相互联系、相互

促进、 相辅相成的。因此，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是一项系统的综合性科学。

目前，各个国家对文物的称谓并不一致，其所指涵义和范围也不尽相同，因而迄今尚未形成一个对文物共

同确认的统一定义。 文物是指具体的物质遗存，它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必须是由人类创造的，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

第二，必须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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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根据文物的特征，结合中国保存文物的具体情况，把“文物”一词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

遗留下来的、由人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遗存的总称。

（一）现代汉语词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称文物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

价 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

《辞海》中对文物的解释是：“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物，一般包括：

（1）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

纪念物等；

（2）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群、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

（3）各时代有价值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

4）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

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二）法律解释

1982 年 11 月 19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5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 法》第二条，对保护文物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文 物，受国家保护：

（1）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2）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

建筑物、遗址、纪念物；

（3）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5）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同时还规定：“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到国家

的 保护。”

二、艺术品的概念

艺术品是人类精神活动和物资劳动的结晶，一般是指具有造型艺术的作品。

艺术品通常含有两种成分：一是作品的线、形、色、光、音调的配合；二是题材具有表现的成分或联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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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当人们的艺术创作表现在纸张、画布、玉石、金属等物体上时，就构成了可视的艺术载体，具有动

产性 质，也具有艺术品的审美特征和文化特征。这种载体，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宗教、信仰、生产

力水平、道 德、理想、审美、制作工艺、社会时尚和情趣等方面的变迁和发展。

因此，艺术品是指凝聚有人类各种形式的艺术劳动的、有某一具体表现和特定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审

美价值、科学价值的物品，是人类精神活动和物资劳动的结晶。艺术品和作为拍卖对象的艺术品其属性有

一定 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有艺术性，即审美属性。

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具有个性（艺术审美）、民族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个性是艺术劳动形成的风格特征，

是艺术比较成熟的标志；民族性指的是每一种艺术品总是特定的民族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反映；历史性，是

从时 间上分析某种艺术品总是反映某个历史阶段人民的审美情趣、创作水平和制作特点；社会性，是指

艺术品受到

当时社会的法律、道德、伦理等非艺术因素影响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