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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品鉴

吴作人画

鉴宝专家：

此吴作人作品，

颇有情趣，曾出

版过几次，此作

品 如 不 是水印

的话，应属真迹，

高仿印刷品，图

片无法鉴别。

梅花图

鉴 宝 专

家：图片看不

清署名，是现

代作品，但作

品富有情趣，

用墨老到，具

有文人画的韵

致。

鉴宝专家：器物没有自然老化的年代感，

色彩不够温润，是仿明成化的高仿瓷器，近年

这种器物出现较多。

青花秤砣

徐子鹤国画

鉴宝专家：徐子鹤笔墨出自南宋四家，

淳雅流畅，清丽洒脱，藏品老到不够，模仿

痕迹重，为赝品。

艺术交流热线18656158321（每
日下午）。“星品藏”每周四出版，欢迎
投稿，图文发至 pureice168＠163.
com，或qq：903552062联系。

回音壁

收藏报告

一幅画拍出了几个亿，一个清宫瓷器也是几千万甚至

上亿。这让造假者心动，于是，无数的艺术赝品汇集成为一

个文物交易市场，当一批又一批的赝品贩卖者走街串巷地兜

售，一个庞大的艺术品造假行业便悄然成形。

北京市潘家园市场是国内著名的古玩玉器集散地，客

人可以跟店主直接订货，店主会在厂子里定做，工厂还有技

术研发人员。景德镇的陶瓷享誉全世界后，景德镇的窑火大

烧特烧起来，经营高仿品的瓷商们把精美陶瓷出口到海外，

后来有些产品就莫名其妙地被当作文物出现在国际拍卖市

场上……

有专家说，从文物仿制、运输到最终的销售，艺术品造

假的产业链条现在拥有超过10万从业者，每年收入超过百亿

元，收藏品市场俨然滋生了一条条贪婪的寄生虫。

古玩市场有个千年不变的行规：买假不退。这一不合理的

行规更是助长了制假造假的嚣张气焰。因此近十几年来，要求

对收藏品市场、艺术品市场进行打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与赝品相对的是，一些具备鉴定资质的专家也在金钱面

前失去操守，只要给钱，就给你开鉴定证书，甚至有些国内名

气很“牛”的专家也是见钱就发证书，以鉴定瓷器为例，对于

藏品年代和珍贵程度根据收费开出，给的钱多就把年代开远

些。如此一来，鉴定证书都不可信，艺术品市场更是鱼龙混

杂，没一双“慧眼”，涉足不得也。

艺术品造假行业有多“大”？

田黄是一种无比

珍贵的宝石，现在的收

藏 市 场 已 难 见 其 尊

容。于是，许多人将貌

似的黄蜡石当做田黄

出售。我省玉石收藏

鉴赏家潘立武先生告

诫藏友：莫把黄蜡石当

田黄。

记者 周玉冰

黄蜡石貌似田黄
蜡石，是奇石王国里的佼佼者。它温润如玉，质地如蜡，

颜色明亮多彩，加之纹理、颜色的变化，具有不同的艺术效果。

蜡石在岩石学上属于石英石，主要成分为石英（二氧化

硅），多产于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我省大别山也产，

但数量较少。蜡石分为冻蜡、胶蜡、晶蜡、粗蜡。冻蜡为上

品，胶蜡次之。冻蜡也是蜡石中质地最为通透致密的一种，

久经把玩，由生石变熟石，包浆滋润，极富灵气。晶蜡中如果

造型奇特，色彩绚丽，也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粗蜡因表皮

较粗糙，而多用于室外园林。其中，极品黄蜡石貌似田黄，藏

友赋予它“金玉满堂，富贵吉祥”的寓意。

田黄一石难求
田黄是寿山石的一种，全世界只有我国福建寿山的一块

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田中出产，因色相普遍泛黄色，又产在田里，

故称田黄石。它是特殊地理条件造就的宝物，温润凝腻，在明、

清各朝均被作为贡品献入皇宫，其身价无与伦比，不仅有“一两

田黄十两金”的说法，还因为资源严重匮乏，已经是一石难求。

田黄与黄蜡石的区别
从物理属性上看，黄蜡石就是一种奇石，有些还看得出颗

粒，其中的极品被认为是玉，叫作“黄龙玉”，也是近几年的事。

但即便是黄龙玉，虽然温润如同田黄，但温润程度和结构成分

都有很大区别。田黄含蜡量非常少，黄蜡石则含蜡量大，特别

是那些石英质含量较高的黄龙玉，时间稍长一点就变干发白

了。普通的腊石，指甲一划会留有痕迹，田黄是不会的。

黄蜡石近几年价格不断上涨，但其珍贵程度与田黄是不

可比拟的，一枚田黄印章拍卖价往往在千百万元。藏友谨防

错把黄蜡石当成田黄买回家。

□康旭

几十年前，茶壶是中国百姓家庭的日用品。民国时期茶

壶较为多见。当时，景德镇瓷器成型分为琢器与圆器两大

行，行当分工明确，绝不允许跨行经营，壶属于琢器行。壶体

的成型工艺同瓶、罐等类器物。圆形壶体手工拉坯而成，方

形或异形壶体镶接成型，成型工艺难度不大。一般来讲，只

要具备了口、腹、底、流、执或提梁等，就可以称之为壶。但一

件使用功能良好，视觉效果上佳的壶并非单纯的上述几个部

位的缺一不可。

几十年来，民国茶壶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无人问津，到“文

革”时期的毁弃，目前虽遗存仍较丰，但精品难求已是不争的

事实。加之近年收藏热的不断升温，收藏门类的日趋精细，

就连一般之物的价格也急剧走高。一件十三粉彩人物图提梁

壶，在上世纪80年代文物商店的收购价不过区区两三元，90

年代中期市场价格已达30～50元，而近年则年年创新，一般

之作多在千元左右，精品已经突破万元。

收藏动态 民国茶壶的收藏 □了然

黄蜡石黄蜡石 田黄印章田黄印章

民国茶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