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复兴如火如荼，人们文化修养、综合素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之后，不再只是停留在追求别墅、房车等物质享受层面上，更多的人已开始转向对精

神文明的追求。“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这是苏东坡自喻喜爱收藏的佳句。如今一位业内收藏人士以此为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收藏的价值与意

义。他热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酷爱收藏鉴赏……他就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老坑翡翠收藏家孙毅先生，也是年度收藏家栏目首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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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翠之灵韵 传承优秀文化
——收藏家孙毅谈老坑翡翠鉴赏之一

□□ 周一

热衷优秀传统文化

酷爱老坑翡翠收藏

孙毅，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左步村

人，其爷爷孙志云与孙中山先生同宗。

孙毅自幼受家庭环境影响，博览群书，

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以及现当代文

学多有涉猎。厚重的历史文化熏陶，以

及家族传承和人生机缘的影响，他爱上

了古代艺术品收藏。

1994 年，孙毅从江西赣南师范学

院毕业后到广州从商，在科技行业掘到

人生第一桶金后，紧跟趋势投资房地产

和股市。创业发展之余孙毅还擅长股

票、基金、债券等高流通资产的优化配

置，更热衷于古代艺术品收藏。“最早接

触的古代艺术品是在我孩提时代。”据

孙毅回忆，当时他的爷爷曾是解放前国

民党某部队分管财务的负责人，加之老

人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家族留下来数件

珍贵的瓷器——这也是孙毅有机缘接

触古代艺术品的开端。幼年的耳濡目

染与好奇心，激发了儿时孙毅的求知

欲，通过以物证史的方式，不断研究查

阅了大量古代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

等相关典籍, 这也为多年后的收藏之路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转眼间到了

而立之年，商海的艰辛打拼加之深厚的

文化积淀塑造出一位自信、正气、理性

的儒商。知识与财富兼备，水到渠成，

他踏进了光彩夺目的老坑翡翠殿堂。

老坑翡翠属于行话，意指种地好、

水头佳、颜色艳的翡翠物件或者料。从

专业性角度而言，原生矿床实际上有各

种质量不等的矿石，经过水流的搬运，

沉积成次生矿床，一些质量差的，如有

裂隙的，粗粒的，结构松散的，不纯的翡

翠就会得到自然的分选，淘汰。最后保

留于河床中的，主要是些质地较紧密，

结构较细粒的翡翠。这种翡翠往往较

透明，却不是因为水进入引起的，水是

无法进入翡翠晶体的，老坑的翡翠质量

好，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用老坑翡翠

制作的首饰，质地好效果美，稳居高价

珠宝之列。

孙毅起初钟情于瓷器和字画领域

的收藏鉴赏，他多年来寻师访友，中国

大地满是他探索与发现的足迹，时间和

财富成本大量投资在收藏领域，家人尤

其是他夫人颇有微词，也许是专注，也

许是喜爱，使他沉浸在工作之余的“古

代时空”。当认知的差距导致夫人的不

理解渐渐浮出水面，这泛起的涟漪干扰

着家庭的和谐，冲突接踵而至。孙毅意

识到收藏本可以是一件高雅快乐的过

程，他尝试创造机会与夫人一起享受收

藏的乐趣，共享“淘宝”的喜悦。

他将一块精致老坑翡翠葡萄串雕

件，经过珠宝设计师设计并镶嵌成项

链，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夫人。女人对

于美的珠宝具有天生的亲近感，他夫人

常佩戴着这件集种、色、水、巧雕于一身

的老坑翡翠项链出席活动，自然羡煞旁

人。此后，孙毅经常偕夫人一起参加艺

术品展览与论坛，活动中孙毅夫人潜移

默化吸收了许多收藏领域的专业知识，

夫妻俩渐渐有了共同语言，关系越来越

融洽。

实践出真知，在不知不觉中已深

深迷恋上了老坑翡翠，多年积累，孙毅

是一位老坑翡翠收藏与鉴赏行家了。

探索玉石文化，鉴赏老坑翡翠之美

古代艺术品的吸引力在于其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超凡脱俗的古典之美。

谈及收藏，就要涉足鉴赏。那么我们如

何具备基本的翡翠鉴赏修养呢？孙毅

说，古代玉石鉴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

关于玉石文化的沁润。玉石文化作为

中华文化的特殊载体，蕴含着珍贵而丰

富的文化信息。只有置于中华文明波

澜壮阔的恢弘背景下，方能感受到其独

特的美感韵味与高雅的艺术风范。翡

翠经亿万年形成，凝聚日月山川之精

华，汇聚天地自然之灵秀，是几千年玉

石文化的精髓。

翡翠文化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孙

毅说，翡翠原指一种生活在南方的鸟，

毛色十分艳丽，一般这种鸟雄性的为红

色，谓之“翡”，雌性的为绿色，谓之

“翠”。早在 2000年前的骠族是早期使

用翡翠的民族。那时古人就能将翡翠、

玛瑙、珊瑚、琥珀等几种宝石切割并磨

成各种形状，用来镶嵌在银器和金器

上，或将翡翠磨成圆珠串成珠串佩戴,

起装饰作用。早期的翡翠雕件如翡翠

大象，当时的工艺还非常的原始，雕刻

的大象相当抽象。缅甸文中最早出现

“翡翠”这个词是在 15世纪。翡翠之所

以得到华夏民族的宠爱也源于古人对

红绿两色的哲学思考。绿色象征着自

然、和谐、生命，青翠给人勃勃生机的感

觉，是五行中的“木”，八卦中“震卦”的

代表颜色；红色象征着吉祥、激情、斗

志，是五行中的“火”，八卦中“离卦”的

代表颜色。红色和绿色均满足古人对

于玉石颜色的偏好，加之翡翠紫色、橙

色、无色等颜色的多变性，让翡翠呈现

了大自然的娇艳欲滴。

老坑翡翠大量进入中原皇室阶层

可追溯到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老坑翡

翠经云南腾冲、瑞丽等边城输入我国，

已超过 500年的历史。到了清代康熙、

雍正、乾隆三朝皇室对翡翠已青睐有

加，尤其是慈禧太后对老坑翡翠推崇备

至。缅甸雾露河流域的老坑种翡翠被

大量开采，运往京都，皇家宫廷也赋予

翡翠极高的身份地位，称其为帝王玉，

极品玻璃种老坑翡翠曾一度是皇室秘

不外宣的国库宝藏。欣赏翡翠的形质

之美，不仅可以看到传统东方文化的博

大精深，还可以品味出其中蕴含的丰富

的人生智慧。

古代玉石鉴赏的重要特征之二，

是关于艺术性的欣赏。艺术是人类智

慧、精神、情感最伟大的产物，艺术的

使命是创造美。艺术使人类得以超乎

寻常地拥有试图领悟、驾驭和创造这

个世界的最佳手段，甚至胜于并且早于

科学、宗教、法律对时空与文明的作用

能力，就是因为艺术的世界是情感的世

界和美的世界，艺术是人类文化力最独

特的体现。

作为玉石中的王者，翡翠所呈现的

细腻光泽和清新绝尘的翠色，从内而外

释放出的流光溢彩之美，能够充分散发

出女性的优雅品位，这不是金钱和财富

的堆砌所能轻易企及的境界。每一块

翡翠的质地、颜色、光感都不相同，这种

感觉就像生命，你看它们的质地那么坚

硬，外观看起来却那么柔和。温润的光

泽感不耀目，却有一种触及心灵的动

人。翡翠光感由内而外，无处不在，即

使雕成摆件、挂件，你依然可以从每一

个细微之处看到它的光泽变化，种水好

的翡翠拿在手里，那光感就像缓慢流淌

的泉水，会随着你的细微动作而转动。

承雕琢而圆融，有华光而含蓄，流溢彩

而温润，秉奇赋而莹洁，质坚硬而韧伟，

流光溢彩，美不胜收，令人不由得心神

荡漾。

把握收藏规律，练就火眼金睛

中国的翡翠文化据说起源于唐宋，

繁荣于明清，受到了历朝帝王后妃、王

侯将相的喜爱。迄今二十载的收藏生

涯，孙毅亲历了老坑翡翠收藏发展的风

风雨雨。他说，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

期开始掀起的“翡翠热”由中国台湾和香

港地区开始逐渐影响到内地。这拨“翡翠

热”在前几年更是达到巅峰状态。例如，

今年香港春拍期间，珠宝拍卖市场温度有

所回升，知名大拍卖行拿出不少有分量的

翡翠珠宝上拍，并取得不俗成绩。其中，

保利香港的珠宝专场，一套缅甸天然翡

翠手镯及项链，拍出 1. 0679 亿港元的

天价。

在收藏老坑翡翠的同时，孙毅在

其他收藏领域亦未止步。孙毅拜广州

某古陶瓷收藏家为师，潜心学习陶瓷

专业鉴赏知识，将多年各学科门类知

识与专业性融会贯通。与此同时，孙

毅辗转全国结识了不同领域的收藏

家，伴随着广交收藏精英人脉，其收藏

范围逐步拓宽，收藏品级逐渐提升，从

最初的民窑瓷器、明清字画、老坑翡翠

扩展到历史各朝代的瓷器字画、珠宝

玉器等领域。

作为收藏圈的后起之秀，孙毅拥

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禀赋。为何

在十几年的光景竟能够将丰富的珍品

收入囊中？孙毅对此给出的答案是：

“机缘”与“人缘”。“收藏一件宝贝就像

是一场恋爱般的缘分故事，该是你的

跑不了，不该是你的奔命去追也没有

用。不早不晚，刚刚好它就在那里。”

孙毅在解释“机缘”时坦言，“好人缘”

也给他在收藏中带来了诸多机会，前

辈为他收藏提供许多建议和帮助。与

此同时，在收藏领域内，把握收藏原则

和标准也同样重要。有句话“买贵不

如买对、买多不如买精”，这一原则亦

适用于翡翠收藏。孙毅说 :“在收藏过

程中严把品质关，不去碰‘老普残’，不

求数量但求品质，只有遇到高等级的

老坑翡翠会果断入手。”

摸爬滚打多年的深刻经验告诉孙

毅，无论哪个收藏领域，不是比数量而是

要比稀缺性，要看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

附加值。收藏某件宝物要有佐证信息说

明其身世，了解其中的历史渊源及文化

内涵，达到一物在手，触类旁通。收藏除

了要具备一定的财力，一个走在收藏市

场前沿的人，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变为

该领域的专业人才。由于大量的学习与

走访，并专注于老坑翡翠，练就了孙毅的

“火眼金睛”。

孙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对老坑翡翠

文昌塔，其中一个是紫罗兰老坑翡翠文

昌塔，高 36厘米，重 2403克，由 193块紫

罗兰老坑翡翠组合而成，另一个是满绿

老坑翡翠文昌塔，高 40厘米，重 3450克，

由187块绿色老坑翡翠组合而成，双塔均

为老坑翡翠摆件之极品，极具收藏价值。

专注源于热爱，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回顾收藏之路，艰辛与快乐并存。

对于这些因缘而得的臻品，孙毅认为，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望者，他收藏着

这些记载着历史的文化载体，只是在做

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和值得做的事情。

“须知盖世金银宝，借你看管几十年。”

这是目前孙毅对收藏的理解，“我们收

藏人究竟是收藏什么呢?我认为：收藏

的是历史，是文化，是心态，是境界，是

快乐。”孙毅直言，一个人无论收藏了多

少藏品，它们的归宿都是全社会，收藏

人只是临时的“保管员”。

孙毅在享受快乐收藏的同时，还

坚持在世界各地游学，拓展收藏视野

和格局。近年来，孙毅辗转全国各地，

考察古窑址，研究翡翠加工技艺的变

化与发展。此外，每年他都会拿出一

段时间，去完成他周游世界各大顶级

博物馆与艺术博览会的构想。在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洛杉矶盖蒂中心、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巴黎卢浮宫、

伦敦大英博物馆、洛杉矶国际艺术博

览会、艺术北京、艺术厦门 , 他都会仔

细品鉴中国元素的古代艺术品，白天

参观拍照，晚上还做笔记，不断提高自

己的专业技能。

一次重游北京故宫，孙毅在珍宝馆

待了半天，一件件仔细研究，参观结束

后，他在日记里写道：“我重游故宫的主

要目的是看珍宝馆的翡翠展品，故宫翡

翠饰品的工艺在当时相当精湛，翡翠、

碧玺、珍珠等组合而成的发簪（金镶碧

玺翡翠瓶花蝴蝶纹簪）优雅而尊贵；我

对两个纯翡翠发簪雕工印象深刻（翠镂

空灵芝纹发簪和翠镂空花罐鱼肠纹双

叉发簪），翡翠比和田玉硬度大，在当时

的生产条件下，镂空雕刻的难度极高。

不足的是翡翠的种、水、色都较一般，我

曾经听故宫玉器部员工讲过故宫有

300 多件翡翠珍宝，珍宝馆现场展示出

来的翡翠仅数件。”

2015年 10月，由孙毅担任组委会秘

书长的“翠璨中华——清代翡翠珍宝高

峰论坛”在浙江湖州举行。论坛上孙毅

呼吁社会各界要多了解老坑翡翠珍宝的

发展历史和文化，感受和体会老坑翡翠

珍宝的艺术之美，正确认识老坑翡翠珍

宝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地位。2015年 11

月 2日，孙毅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的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暨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实施 15周年公益盛典，大会由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联合国协

会、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联合主办。

2016年至 2017年，孙毅多个藏品参加了

多场“一带一路”相关主题的民间精品收

藏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老坑翡翠是贵族的象征，是身份

的标签，是文化必需品，每件玉器的产

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型都有

一定的艺术水准，都赋予较深厚的文

化内涵。”孙毅说，希望人们正确认识

到老坑翡翠珍宝的历史地位和社会文

化价值。老坑翡翠，不仅代表财富，更

代表着文化与传承。为了更好地展示

自己多年收藏的老坑翡翠藏品，目前

他已经着手在故乡——广东省中山市

南朗左步建立艺博馆，用于展示老坑

翡翠，让更多人了解祖先留下来的璀

璨珍宝。

最后，孙毅就弘扬传统文化以及推

广古代艺术品动情地说，对于各个时期

的古代艺术品，现代人对其研究、探讨

和猜测始终没有停止，人们从各个不同

的角度都能够去发现并阐述其所蕴含

的深刻哲理，这其中渗透着人性内涵、

凝聚的人类智慧、惊叹的古法技艺以及

所体现出的艺术价值，值得我们深思、

实践、弘扬、承袭，愿大家都能有更多机

会，因缘际会而亲眼目睹或亲身拥有千

百年来祖先遗留的精美器物而重拾民

族归属与文化自信，当我们款款走入那

博大恢弘的时光殿堂，请谨记你生而为

龙的传人, 浓缩于璀璨器物之中的华夏

之光。

孙毅在洛杉矶艺博会中国展区上

孙毅在“翠璨中华——清代翡翠珍宝高峰论坛”发言孙毅在艺术厦门博览会

藏品老坑翡翠文昌塔获奖

老坑翡翠玫瑰花雕件

老坑翡翠罗汉松摆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