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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玉石为何频频出圈？收藏玉石应该如何鉴别？

“玉石的种类丰富多样，知名的有翡翠、和田
玉、玛瑙、岫玉、蓝田玉、田黄、鸡血石等。2015年
前后，黄龙玉、南红玛瑙、昆仑玉之类比较受欢
迎；2018年前后，碧玺、蜜蜡爆火过一段时间，但
这两个其实都不算玉石，只是宝石和化石。这两
年，行情有点回落，但今年玉石收藏重新归来，前
景值得期待。这两年各种小众玉石持续出圈，可
能是和田玉与翡翠的价格居高不下，市场寻找替
代品的炒作结果，也有可能跟特殊事件激发有
关。比如上世纪 90年代昆仑玉刚被发现时，不
到一元钱一公斤，2008年成为北京奥运奖牌用玉
之后，昆仑玉声名鹊起，价格飙升了万倍以上。”
绍兴市收藏家协会有关人士告诉记者。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一些专门的玉石产业
推手，会在网上发布引导文章或者宣传广告，有
些还注册了空壳网店，不实际买卖，而是频频推
送相关图片和视频，制造“热销”假象，把一些本
不值钱的玉石送上热榜。

玉石鉴定师、行业资深专家马琴对记者说，
玉石行业一般有新玉、老玉之分，新玉多送往珠
宝首饰店，而古玩收藏讲究老玉。除了成品，很
多人喜欢买原石，但往往会“翻车”；也会有人买
明料，让玉石商加工。而销售成品首饰的店铺，
基本会与缅甸、云南的矿场进行合作，有完整的
供应链。

马琴介绍，鉴别玉石最基础的
方式是区分硬度，玉器品质一般讲
究5个指标，种头老不老、水头好不
好，以及颜色、雕工、重量的情况。
一块翡翠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十
万元不等，品质大不相同，佳品往
往晶莹剔透，幽绿纯净。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越城区的越国文化博
物馆古玩市场和伟丰古玩城，发现玉石行不在
少数。甚至在越城区仓桥直街周边1000米范围
内，也有十多家玉石店铺。老楚玉器行、玲珑玉
器行、魔石奇域……这些店在门口大都贴着一
些大字，如“玉石雕刻”“免费鉴定”“主售翡翠、
和田玉”等字样，玉石价格一般在几千元到几万
元一块。

店内的新玉以翡翠、白玉为主。而老玉则
品类多样，款式也较多，有雕刻摆件、原石摆件、
首饰配饰等，大多雕刻成不老松、麒麟、蟾蜍等
有着特殊寓意的造型。由于本地收藏界里很多
玩家兼顾书画，所以小巧精致的印章石也颇受
欢迎，尤其是“印石三宝”鸡血石、田黄和青田灯
光冻石。

记者在一家专做古玩收藏的店内发现，大
约50厘米高的战国红玛瑙原石售价在8000元，
而有着精美造型雕刻的大型摆件基本在 20000
元以上，还有不少老玉手串、扳指，价格也不低。

家中有着数百颗不同玉石的收藏玩家付先
生向记者展示了一颗价值 20万元的白玉籽料，
还讲述了玉石鉴别的几个要素：“每种玉石其实
鉴别还略有不同，像白玉，要满足这么几个条
件：首先，白，达到高纯度的白；细，是指它的结
构非常细腻，肉眼看不到棉絮状结构；油，是指
它表面的油性像婴儿肌肤；糯，这个白看着比较
浓郁，就像糯米年糕；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净，没
有瑕疵。另外，还要考虑水线情况、留皮面积
等。”虽然付先生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但
他说看走眼砸在手里的玉石也不少。

“有个奇怪的现象，越贵越让人放心。比如
说一块好玉，只需要几百元可以捡漏，大家基本
不相信，反而几万元、十几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就很容易让有经济基础的收藏家心动。所以一
旦‘踩坑’，被骗的金额都比较大。”有业内人士
无奈地对记者说。

绍兴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绍兴市石语堂
玉石文化博物馆馆长包顺润作为绍兴颇有名望
的古玉石收藏大家，已有近 40年的收藏经验。
这个馆内的玉器种类有农具、礼器、配饰等，最
早的是新石器时期的磨制石玉器、良渚文化的
祭祀玉琮等，还有司南佩、刚卯、玉蝉等随身佩
戴的饰物。这些玉器以地方玉、和田玉和用来
镶嵌的绿松石为主，已不再注重玉石本身的价
值，而是讲求历史意蕴。

古玉收藏格外讲究材料、器形、纹饰、雕工
和沁色。“古玉的真伪很难通过仪器进行检测，
往往要依靠鉴定人的经验和文化底蕴，要深度
地了解历史、艺术，甚至有时要对哲学有所涉
猎。”包顺润告诉记者。

古玉的品相跟出土的土壤有着重要的关
系，绍兴本地大多是酸性土，腐蚀性强，不易保
存。而古玉本就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大都存在
钙化程度轻重不一的鸡骨现象，或者蚀孔、蚀斑
现象，甚至可能氧化成粉状。

知情人士透露，当古玉严重钙化后，成分和
外貌与石灰相似。所以在十几年前，有些不法
分子会凿下墙上的石灰，以假乱真，进行售卖。

还有许多赝品的沁斑是用油炸、火烤、化学
药水浸蚀等方式形成的。收藏家们出门验货，
基本会带刀具等进行硬度测试，用手电筒进行
透光测试。

包顺润分享了两个独特的鉴定经验：把
水洒到玉上，看是否凝成珠，自然的玉器无
法凝珠；在梅雨潮湿季节，由化学物品侵蚀
的玉石会长出白花、绿花，但自然玉基本不
会“出花”。“古玉讲究一个‘干’。很多人喜
欢盘玉，但古玉一定不能盘，不然会缺失很
多信息，加重了人为的痕迹。而且好玉即使
被盘，在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变干，如果长
期保持湿润状态，一定是加入了一些化学物
质。”包顺润说。

如今网络购物越来越发达，藏玉等App在
玉圈也逐渐流行起来。上虞的李女士曾在网络
平台上花费 50多万元购玉，到手后发现有货不
对板等虚假情况，但后续维权比较困难。

马琴向大家建议，网络上眼见不一定为真，
一定要亲手触摸，体会玉的质感，而且玩玉石，
不应该太依赖“风潮”，不然价格起伏太大，火什
么追什么很容易砸手里，最保值的还是翡翠、和
田玉。 （据《绍兴晚报》王文其）

西瓜以味甜汁多而备受世人喜爱。西瓜的
甜那可是透心的甜，比蜜还甜，食之如甘露沁
心，就如清代纪晓岚在《咏西瓜》中云：“凉争冰
雪甜争蜜，消得温暾顾渚茶。”特别是在炎热的
夏天，西瓜更是消暑利器，解渴佳品，被人们称
为“夏季水果之王”。

古往今来，西瓜皆入诗入画，历代文人墨客
赞美西瓜者不少。元朝方夔的《食西瓜》就栩栩
如生地写出了西瓜的甘甜清爽：“缕缕花衫粘唾
碧，痕痕丹血掐肤红。香浮笑语牙水生，凉入衣
襟骨有风。”据说，宋代苏东坡写过一副关于西
瓜的对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对联曰：坐南朝
北吃西瓜，皮向东甩；思前想后观《左传》，书往
右翻。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道：西瓜以绳
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

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收藏有一件唐三彩

西瓜。这件唐三彩西瓜高 13.5厘米，直径 14厘

米，盘直径23厘米。该陶器中西瓜呈圆形，上端
略小，放在一个敞口的浅盘内，两者在烧制过程
中，就浑然成为了一体。

唐三彩是一种多色彩的低温釉陶器，釉色
有黄、绿、蓝、白、紫、褐等多种色彩，而以黄、绿、
白为主，因这种陶器制作的时代是在唐代，所以
人们称之为“唐三彩”。

这件唐三彩西瓜，造型生动写实，和一个
真实的西瓜大小差不多，瓜皮上以绿、黄釉绘
出自然纹理，西瓜的顶端还有一个环钮状的
瓜蒂，惟妙惟肖，整体形象非常逼真，宛若一
个真实的西瓜摆在面前。这个西瓜距今已经
1000多年了，仍然光鲜亮丽、秀色可餐，真不
愧为稀世珍品！

（据《联谊报》卜显军）

一瓜甜千年

玉石作为收藏界的一大门类，深受大

家喜爱，玉石不仅具有较高收藏价值，还

可以当作佩戴装饰。但由于玉石种类多、

鉴别难，极易“踩坑”。近期，记者进行了

多地调查，并采访专家，带大家品品玉石

收藏的门道。

各类玉石价格轮涨
小众玉石出圈背后有推手

玉石鉴定有难度
并非“越贵越让人放心”

自然玉基本不“出花”
购买玉石不能跟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