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痴”与岫岩玉的难解之缘
本报记者 蔡 萌

岫岩玉以产于辽宁省岫岩满

族自治县而得名，是中国传统名

玉和主要工艺玉材。北京玩玉的

藏家中有这么一位，不爱缅甸翡

翠、不爱新疆和田，偏偏倾心于岫

岩玉，他就是刘文忠。刘文忠现

任北京居庸关长城管理处主任，

虽没有专门经营玉器，却酷爱收

藏，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

用在了买玉和赏玉上，被圈内称

为“玉痴”。他常年奔走于玉乡岫

岩，在岫岩，从玉器厂的厂长到工

艺 大 师，从 山 民 到 卖 玉 的 小 贩，

90％的人都认识他，当地人只要

淘换到好料，便给他打电话。而

对岫岩玉的这份痴迷，也让刘文

忠玩出了门道。

一双慧眼变废为宝

刘文忠告诉记者，他从小就

对玉着迷，但真正开始玩玉要从

20 多年前说起。1988 年，刘文忠

从部队转业到北京十三陵特区管

理 处，当 上 了 购 物 中 心 的 经 理。

那 年 ，十 三 陵 特 区 买 了 辆 大 轿

车，他 跟 两 个 同 事 到 丹 东 接 车，

开 车 回 京 路 过 岫 岩 。 他 对 岫 岩

玉 心 仪 已 久，把 车 开 到 旅 馆，顾

不上休息，便奔了市场。到了岫

岩的玉器一条街，便被琳琅满目

的各样玉器惊呆了。这条街有几

百家店铺，放眼望去，简直到了玉

的世界。

多年摸玉，让刘文忠练就了

辨玉鉴玉的好眼力。一次，他在

岫岩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房后发现

摆着一块巨石。收购站的人说，

这块巨石在那儿有年头了，很多

人看了认为出不了多少玉材，视

为废石。但刘文忠却断定这块废

石里头藏着宝，说这块石头我要

了，你们开个价儿吧。收购站的

人笑道，还开什么价儿，你要是能

搬得动就找车拉走，反正扔在这

儿也是没用的废物。最后，刘文

忠给收购站拍出 10 万元，把这块

“废物”买了下来，当时，跟他一起

去的朋友还劝他别犯傻，一块扔

在这儿没人要的废石头，买回去

有什么用呢？

那块巨石重 18 吨，运到北京，

剖开一看，众 人 都 惊 呆 了，原 来

这是一件难得的玉石，里头的色

泽红的黑的白的黄的粉的，凡是

玉 石 有 的 色 儿 全 在 里 边 。 当 场

便有人拍 20 万元想买走。刘文

忠告诉记者，当时完全凭一种感

觉，这不是普通的石头。“我从不

赌 石，但 是 对 玉 的 痴 迷，让 我 跟

玉有一种难解之缘。”刘文忠说。

刘 文 忠 原 本 想 利 用 那 块 巨

石雕“燕京八景”，后来福建武夷

山来人看上这块巨石，他又改了

主意，由著名工艺大师设计出武

夷山的全景图，聘请了岫岩的 10

多 个 有 名 的 玉 工 雕 琢 ，定 名 为

“永远的武夷”，后来被福建的一

位收藏家出价 140 万元收购。一

块 原 本 没 人 捡 的 大 石 头 能 成 为

玉雕精品，卖了 100 多万。这件

事 让 刘 文 忠 辨 玉 的 功 夫 在 岫 岩

传为佳话。

挑绝活，挑俏货

近两年，不仅缅甸翡翠、新疆

和田玉价格大幅飙升，岫岩玉价

格也在以惊人速度增长，大件岫

岩玉雕动辄百万元以上，而一些

以岫岩老玉、河磨玉雕琢成的挂

坠、手镯等首饰更是从几年前的

几 千 元 涨 到 目 前 的 上 万 元 。 那

么，什么样的玉才是好玉，又该如

何选玉呢？

对于选玉，刘文忠的经验是

挑绝活，挑俏货。大件的玉雕工

艺品，一要看材质，二要看做工。

看材质，行内人叫相玉，材质的优

劣决定玉器的品位，质地不纯净、

色 润 不 优 美 的 玉 材 甚 至 不 能 进

入加工流程。刘文忠告诉记者，

岫 岩 玉 的 种 类，按 颜 色 分，有 碧

玉 、青 玉 、黄 玉 、白 玉 、墨 玉 、花

玉、湖玉、湖水绿、苹果绿、绿白

等；按 开 采 的 年 头 分，有 老 玉 和

新 山 玉；按 产 出 的 类 型 分，有 井

玉、坑玉、河磨玉、石包玉等。其

中，老 玉 中 的 河 磨 玉 质 地 最 好，

也最受市场青睐。

据他介绍，河磨玉是岫岩玉

中 的 极 品 。 亿 万 年 前 ，岫 岩 透

闪 石 玉 矿 裸 露 于 地 表 ，经 风 化

后 ，成 为 大 小 不 同 的 块 状 玉 矿

石，在 被 山 洪 冲 下 山 后，在 河 水

里 随 卵 石 一 起 运 动 ，便 磨 成 卵

石 状，被 称 为 河 磨 玉，因 从 外 表

看 好 像 一 层 石 头 包 着 玉 石 ，因

此也叫“ 石包玉”。其玉质纯净、

坚 韧、油 脂 感 强，可 与 新 疆 和 田

玉相媲美。

由于河磨玉的形成要经过千

万年，而千万年前因河水冲刷玉

矿而流入河床中的玉石也十分有

限，再加上近几年的人工挖掘开

采，上好的河磨玉原石可遇不可

求。记者在刘文忠一位朋友的大

院里幸得一见。这块重约 7 吨的

河磨玉原石是刘文忠几年前以 40

万元的价格从岫岩购得，高逾 2

米，宽约 1 米，形状规整，外包有暗

褐色的风化表皮，乍看像一块普

通的巨石，细看石身多处已然露

出温润的墨绿色。刘文忠告诉记

者，河磨玉乃岫岩玉中质地最细

腻油润的，这块河磨玉应为墨玉，

虽不如黄白玉色好，但如此大块、

规整的玉料已属难得。

“好玉还要配上好工艺，”刘

文忠说，“这块河磨玉天然造型就

很好，可雕立佛，可雕人像，可雕

松 柏 …… 甚 至 稍 加 打 磨 就 能 够

呈现独特的山状，再创造的空间

很大，这也是我当初毫不犹豫买

下 它 的 原 因。”刘 文 忠 向 记 者 透

露，目前已有香港买家有意购买

这块石料，但他希望能逢“知音”

方转手。

此 外 ，选 玉 还 要 看 个 人 喜

好。刘文忠说，有的人喜欢纯净

度高的玉制品，他则最喜欢颜色

多 且 利 用 得 好 的 作 品 。 在 他 那

儿，记者见到了让他极其得意的

几 件 玉 制 品：白 玉 兰，花 是 白 色

的，花枝则是翠绿的，完全天然，

色泽互不污染。五谷丰登，玉米

粒是白色的，玉米穗是红色的，玉

米棒子叶则是绿色的，利用天然

色泽巧妙加工。

价位走高合乎市场

市场上的岫岩玉价格节节攀

升，是否存在泡沫呢？

刘 文 忠 否 定 了 记 者 这 一 疑

问。他认为，岫岩玉涨价的最根

本原因在于原料的日益稀缺。

“岫岩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为了保护岫岩玉资源，岫岩已经

施行了限采等举措，这就使岫岩

玉的供应量减少，而诸如河磨玉

这样的珍稀玉种，其开采量更是

骤减，目前质地较好的河磨玉原

料，已从五六年前的每公斤四五

百元飙升到 2 万多元。除河磨玉

之外，岫岩玉其他品种原料价格

也在逐渐上涨，上等老玉原料的

价格从几年前每公斤 200 多元，涨

到目前四五千元；普通的岫玉原

料也由几年前的十几元涨到近百

元。你想想，连石头近几年都在

疯长，岫岩玉的价格攀升自然在

情理之中。另外，这也与人们的

认可有很大关系。岫岩玉本就是

四大名玉之一，但由于之前人们

只注重对和田玉等玉种的宣传，

冷落了岫岩玉。随着近年来岫岩

玉石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藏

家开始认可岫岩玉。”刘文忠说。

价 格 的 攀 升 也“ 带 动 ”了 人

工造假的岫岩河磨玉。据了解，

目 前 已 经 出 现 了 一 些 具 有 高 技

术手段的不法商贩，如同制造假

和田玉籽料一样，利用老玉的山

料 通 过 人 工 合 成 和 化 学 处 理 等

手段，在老玉的山料表面人为制

造人工石皮，以假乱真。如何辨

别呢？

刘文忠告诉记者：“人工合成

的 石 头 皮 毕 竟 不 是 真 正 的 石 头

皮，最直观的分辨方法就是视觉

方法了。一般看过两三块有代表

性的真河磨玉之后，如果看到假

河磨，就算不能一下子就认出来，

至少会感觉不对。河磨玉的石皮

鲜而不艳，油中透亮，润而不涩，

这些特点人工是达不到的。”

我 们 对 收 藏 古 玩 和 艺 术

品 投 资 在 认 识 上 的 一 些 误

区 ，让 我 们 犯 了 很 多 不 该 犯

的错误。

首 先 说 说 变 现 的 难 度 。

现在大家都说卖古玩挣钱，买

古董挣钱，可是实实

在在地说，古玩变现

是 非 常 困 难 的 。 实

际上，古玩变现之难

在 国 外 市 场 上 非 常

明 确 。 按 照 苏 富 比

和 佳 士 得 以 前 的 做

法，如果今年在他们

的 拍 卖 会 上 买 了 一

件东西，除非这件东

西很特殊，一般至少

要 等 5 年 到 8 年 之

后，才接受你送回来

再拍，这是一个市场

的 周 转 期 、循 环 期 。

但 现 在 北 京 的 拍 卖

市场是另一种情况：

春季在纽约拍下的，

秋 季 放 在 北 京 再 拍

就赚钱了，这完全是

国 内 市 场 刺 激 下 带

来的影响。

把 古 代 艺 术 品

作为投资工具，首先

要 清 楚 地 认 识 到 它

的 风 险 ：一 个 是 真

伪 ，一 个 是 变 现 能

力 。 真 伪 是 唯 一 一

个绝对的风险，买假

了 ，肯 定 血 本 无 归 ；

是真的，那就仅仅是

价 钱 上 涨 得 快 慢 高

低 的 问 题 而 已 。 但

是不要忘记，艺术品

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要

让一件艺术品进入市场变现，

是一件有难度、讲经验和选时

机的事情。

首 先 的 前 提 就 是 投 资 的

作 品 是 不 是 主 流 交 易 市 场 也

就 是 拍 卖 市 场 所 认 可 的 东

西。举例来说，买了上古彩陶

器、唐代的陶俑、明代空白期

的青花瓷、清代的外销瓷，甚

至是最近火热的海捞瓷，都是

真东西，甚至在过去的市场上

非常值钱，但是放在现在的拍

卖市场里不行，或者是目前阶

段不行，如果期望升值或者高

回报，那就要谨慎考虑了。如

宋代的瓷器，不论是造型、技

术还是艺术性、审美上都是非

常高超的，但是主流市场就是

不接受，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另 一 个 误 区 是 混 淆 了 价

值 与 价 钱 的 概 念 ，

很 多 人 把 两 者 等 同

看 待 了 。 实 际 上 ，

价 钱 是 由 拍 卖 市 场

制 造 出 来 的 一 个 暂

时 性 、地 区 性 的 价

格 标 签 ，是 一 件 商

品 化 的 外 衣 ；而 价

值 则 是 这 件 作 品 通

过 历 史 与 传 承 而 形

成 的 一 个 认 可 和 共

识 ，更 真 实 ，更 可

靠 。 如 果 把 眼 光 更

多 地 放 在 价 钱 上 ，

而 忽 略 它 的 价 值 ，

就 很 容 易 被 市 场 假

象 所 迷 惑 ，因 为 价

钱 是 可 以 被 操 控 、

被 运 作 的 。 比 如 一

枚 唐 代 的 铜 镜 拍 卖

到 了 4000 多 万 元 ，

我 觉 得 这 个 价 钱 有

一 点 超 乎 我 的 想

象 。 如 果 我 也 想 跟

着 买 铜 镜 ，到 了 这

个 水 位 我 就 要 考 虑

它 的 价 值 和 价 钱 是

对 称 的 吗 ？ 想 想 一

件 商 周 的 铜 鼎 才 卖

多 少 钱 ！ 但 是 很 多

人 还 没 有 完 全 分 辨

出 哪 些 东 西 真 的 有

价 值 ，哪 些 东 西 仅

仅 是 价 值 的 假 象 而

已，而拍卖公司也会制造这种

假象，带动市场的热度。

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对于

个 人 来说，是一件怡情养性、

陶冶精神的高雅活动，并可以

在适当的条件下投资而获得丰

厚的利益回报，但是收藏也讲

究一个正确的规划、一份热爱

和坚持，以及不断的学习与领

悟。认识艺术品收藏的本质、

真 正 的 艺 术 内 涵 和 价 值 ，如

此，收藏与投资才可以成功成

熟，立于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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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 2011 年春拍结束

了，拍卖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出货

的买家兴高采烈，抢到拍品的买

家也付出了血本。回望今年的春

拍，有许多东西值得反思。

资金明显宽松
拍卖市场“疯狂”

透过刚结束的 2011 春拍可以

清晰地看到，在国内通胀预期的

压力下，部分投资性资金开始进

入艺术品市场，导致春拍成交额

呈明显放大。几大龙头拍卖企业

受益尤为突出，保利 61.3 亿元，嘉

德 53.2 亿元，瀚海 24.5 亿元，匡时

20 亿元，与 2010 年秋拍相比均有

20%左右的增幅。

粗略估算，如果加上国内许

多二、三线中小拍卖公司的成交

增幅，2011 年国内春拍成交增长

有望达到 50 亿元左右。与股票、

房地产市场庞大的规模相比，艺

术品拍卖市场的盘子毕竟过小，

几十亿元的资金流入就可以使行

情翻江倒海，但目前仅仅几十亿

元的新资本进场就诞生了齐白石

4.25 亿元的天价，如果未来上百亿

资本进场抢筹的话，市场疯狂程

度将不可想象。

由于国内投资渠道有限，不

少 游 资 早 已 虎 视 眈 眈 艺 术 品 市

场，一些新成立不久的艺术基金

和艺术品投资机构在春拍中也大

举杀入。目前国内的 10 多家艺术

品基金的规模已达几十亿元，其

中不乏私募基金，由于这些新资

金比较宽裕，它们的一大特点就

是专盯上千万元、上亿元的拍品，

择贵而买，对市场疯狂“追高”起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风险逐步累积
提倡理性投资

在行情快速飙升的同时，市

场风险也在迅速累积。伴随着今

年春拍火爆的行情，许多拍品在

高位换手，不少有经验的大鳄纷

纷趁行情高位出货，一些投资新

贵茫然不觉，接盘买单。在买卖

换手中，风险被转嫁给了新手，搞

不好有些新手恐怕将永久在山顶

上“站岗”了。少数新资金“不求

最真，但求最贵”的玩法也给市场

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坊间传闻，4.25 亿元的齐白石

《松柏高立图》就是被湖南电广传

媒买走。虽未经证实，但作为一

家上市公司，该公司对外透露的

年报信息中明确表示：“目前收藏

了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李可

染、黄宾虹等中国近现代名家 160

多幅艺术精品。随着艺术品市场

的 升 温 ，此 块 业 务 未 来 潜 力 巨

大。”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点端

倪。看来在疯狂的市场中，艺术

基金和机构如何控制投资风险确

实是个新课题了。

就笔者春拍所观，2011 年春

拍中的高价赝品恐不在少数，特

别是不少千万元以上的赝品在这

股投资大潮中最后也都顺利成交

了，实在令人称奇。当然，也有一

些没有得逞，如某拍卖公司重点

宣传的一幅作品，尽管是咨询价，

但最终因无人问津而流拍。在当

前炙热的市场氛围下，尤需提倡

理性投资，把风险摆在第一位，升

值赢利放在第二位。把艺术品当

股票恶炒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热点过于集中
板块尚需均衡

从成交来看，今年春拍的热

点仍主要集中在书画板块。5件亿

元拍品中，除了唐“大圣遗音”伏羲

式琴1.15亿元外，其他 4 件——齐

白石《松柏高立图》（4.25 亿元）、元

王蒙《稚川移居图》（4.025 亿元）、

任伯年《华祝三多图》（1.67 亿元），

吴冠中《狮子林》（1.15 亿元）都集

中在中国书画上。其他板块偶有

表 现，如 油 画 最 高 价 陈 逸 飞《山

地 风》（8165 万 元），古 董 最 高 价

“清乾隆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

葫 芦 钟”（7820 万 元），家 具 最 高

价“明末黄花梨独板围子马蹄足

罗 汉 床”（3220 万 元），古 籍 善 本

最高价元抄本《西汉策要十二卷》

（4830 万元），但总体来讲还存在

明显的失衡。

就今年春拍数据来看，许多

公司都在仰仗书画的强势。以北

京保利为例，61.3 亿元的春拍总成

交额中，书画就占了 41.8 亿元，所

占比例高达 68%。这种成交过于

集中的状况无疑给今后的发展带

来阻碍，一旦书画风光不再，日后

进行调整的话，成交缩水将不可

避免。所以如何改变当前热点单

一的现状，实现多品种均衡发展，

培养和引导买家进行多点分散收

藏投资，而不是大家都去一窝蜂

追逐一个市场热点，是眼下国内

艺 术 品 市 场 迫 切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如果新老买家都扎堆在书画

板块上的话，未来市场必然面临

后劲不足和涨升乏力的困境。内

地艺术品市场若想真正成为全球

第一大市场，只有改变目前热点

单一的短板，光靠中国书画是不

行的，走多元化之路是必然。

自律备受关注
监管亟待加强

在 2011 年 春 拍 火 热 进 行 当

中，谁也没有想到，新华社的一篇

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艺术品拍

卖行业“黑幕”的关注。6 月 9 日，

中拍协火速召集在京多家知名拍

卖公司紧急研究商讨，并于第二

天正式发布了《中国文物艺术品

拍卖企业自律公约》，56 家文物艺

术品拍卖企业成为首批成员，承

诺遵守《自律公约》。

拍卖企业表态，本着规范市场

秩序、尊重媒体和社会监督的原

则，坚决支持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

律、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督的立场和

要求，支持行业协会和政府有关部

门对于拍卖业内所发生的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清理和整顿的决心。

实事求是地讲，10 多年来，国

内文物艺术品拍卖一直就存在知

假拍假、虚假宣传、恶意欺诈、偷

税漏税等违法违规现象，但一直

未得到有效治理。此番迫于外界

压力，高调出台《自律公约》也是

迫不得已。新出台的《自律公约》

应该说还是有些具体内容的，如

第 10 条“不于拍卖前向委托人收

取任何费用”，第 11 条“不知假拍

假”，第 12 条“不以任何形式对拍

卖标的进行虚假宣传”，第 14 条

“坚决杜绝假拍行为”，第 16 条“不

以侵犯商业秘密权、欺诈性股价、

恶意降低佣金、恶意诋毁等不正

当手段进行恶性竞争”。但关键

是能否真正落实，如果仅是表面文

章的话，就缺乏实际意义，沦为一

种“作秀”行为。然从笔者对 2011

年春拍的观察来看，虚假宣传和知

假拍假仍然存在，没有严格的监

管，自律往往就成为空谈。在如此

火爆的行情下，完全指望拍卖公司

自律又怎么行得通呢？

本报讯 日前，河北省邯郸

艺术家王新箭个人作品展在北京

宋庄上上国际美术馆开幕，近百幅

作品展示了画家自 2008 年开启艺

术创作以来的绘画风格和创作轨

迹，特别是新近的系列作品中更

有一种狂放的感性表达。

王新箭 1988 年 邯 郸 大 学 美

术系毕业后经历了 20 年艺术圈

外的生活,但这反而让他的绘画

多了一份别样的纯真与洒脱，画

作就像一种心灵的需求、表达的

需求，本真的画面拒绝任何污浊

之气的亵渎。这让艺术可以表

现得更沉静，更优美，也更深邃。

（刘川波）

7 月 23 日，青年画家伊小东绘画作品展“纠结与纠缠”在北京

宋庄尚堡艺术区金木水火土艺术空间举办。伊小东擅风景画，透

过其冷峻的笔触及明暗虚实的表达可见画家对人生和生命的思

索。图为其作品《她们的衣衫》。 （金 子）

本报讯 （记者蔡萌）由中国

艺术产业研究院编的《中国艺术

品份额化交易的理论与实践》日

前由中国书店出版社面向国内外

公开出版发行，该书从理论及实

践的角度对艺术品份额交易进行

相关的研究总结。

《中国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理

论与实践》一文共分为背景关联研

究、基础理论研究、基本框架研究、实

证案例研究及大事记5个部分。据

该书主笔西沐介绍，该书较为客观

与平实地概括与总结了艺术品份额

化交易的理论核心与关键实践点，

充分展示了艺术品份额化交易这种

创新的交易形式对推动中国艺术品

资本市场的发育，以及中国艺术品

市场向纵深发展的意义。

中古陶请专家到天津公益鉴宝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由天

津市红桥区政府、天津圣和轩西

沽书画园、中古陶（北京）国际艺

术品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天津圣

和轩西沽书画园开业庆典暨“中

古陶走进天津专家公益鉴宝寻宝

活动”，7 月 23 日在天津市西沽

公园举办。

据介绍，中古陶全国公益鉴

宝寻宝活动的鉴宝专家委员会

由来自于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

博物馆等机构的文物鉴定专家

单国强、金鑫、杨静荣、于明、史

希光、张荣等组成，在天津圣和

轩西沽书画园免费为天津收藏

家 鉴 定 书 画 、陶 瓷 、玉 器 、青 铜

器、杂项等藏品珍玩，旨在探寻

天津地区古董珍玩，梳理文化脉

络，促进收藏爱好者与国家级文

物鉴定专家之间的近距离学术

交流，提高两地藏友古艺术品收

藏知识水平。

首届“爱我中华”古玉藏品展上海展出
本报讯 （记者蔡萌）7 月 22

日，由中国收藏协会玉器收藏委

员会、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上海

古玉爱好者沙龙、上海徐汇区图

书馆等组织协办的首届“爱我中

华”古玉藏品展在徐汇区图书馆

开幕。

从新石器时代红山、良渚、龙

山文化直至明清时期的200余件玉

制艺术品首次与公众见面，展品种

类丰富，器形包括琮、壁、圭、璜、

玺、鼎、尊等。其中上海收藏家胡

正文提供的水晶“牛神踩蝗虫”和

多件青铜鎏金镶玉，以其品形制

大、工艺精湛、历史悠久而格外引

人注目。展览期间，来自全国各地

的 20 多位收藏家还举行了多次古

玉文化交流研讨会，促进民间收藏

家之间学习和交流。据悉，这一公

益性展出将延续至8月22日。

马嬿泠新作诠释彩版“绝代风华”
本报讯 （记者鲁娜）7 月 16

日至 8 月 28 日，马嬿泠“ 绝代风

华”新作个展在北京对画空间画

廊举办。青年画家马嬿泠一改画

笔下的佳人——奥黛丽·赫本、玛

丽莲·梦露、胡蝶、阮玲玉等的黑

白色调，为佳人画绛唇。

记者了解到，马嬿泠在摄影、

行为、绘画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

现，她的创作始终围绕着真实的

个人体验展开。不同于行为和摄

影作品的直接，马嬿泠作品的艺术

特色，是用金钩笔细细描绘出一根

一根的横竖线条，最终织成一张

“时光之网”，她在这张网上再用中

国传统水墨勾勒出画家心中瑰姿

艳逸的佳人。本次个展集中了马

嬿泠一年来的近 30 件新作。

收藏故事

王新箭个人作品展在北京宋庄举行

任伯年《华祝三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