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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品鉴

启功书法

鉴宝专家：从

图片看，该藏品写

得有一定功力，很

似启功作品，但从

纸张、字的力度，字

的笔画（比如“当”

字、“花”字）看，似

为赝品。图片不能

代替实物。

人物笔筒

鉴宝专家：从釉色、造型看，藏品是康熙时

期笔筒。绘画的线条流畅，意蕴旷远，又因是

人物图，很有收藏价值。图片不能代替实物。

鉴宝专家：葛

介屏为我省已故著

名书画家，其书法

质朴苍劲，其画多

为梅、竹、菊，但藏

品笔墨模仿痕迹

重，笔画间流露出

不自信，为赝品。

葛介屏画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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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宝专家：这是

巴林石印章，巴林石

隶属叶腊石，石质细

润，巴林石中鸡血石，

有“ 草 原 瑰 宝 ”之 美

誉，该石温润脆爽，软

硬适中，宜于镌刻，是

石中妙品，但该印章

石料一般，加之是现

代雕刻器物，建议继

续收藏。

在负利率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

红木家具的保值、增值

性，红木家具成为一种

投资和收藏工具。那

么，省城的“红木”市场

行情怎样呢？投资风

险如何？记者为此走

访了部分红木市场。

记者 邹传科

红木家具小幅涨价
昨天，记者走访省城部分红木市场获悉，今年“五一”以

来，红木家具的价格呈小幅上升趋势，整体涨幅在20%～

30%之间。

“主要还是高端的涨幅较大。”合肥某古典红木家具的

负责人俞经理介绍，由于原材料价格只涨不跌，以及人工成

本的高攀，上半年红木家具价格也保持涨势，特别是在“五

一”之后。

谈到上半年行情，经营规模较大的经销商陶锐经理介

绍，尽管受到“达芬奇”事件的影响，但上半年红木家具身价

仍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中。“受东南亚禁止砍伐影响，

现在有些材料不容易拿到，能拿到的价格也高，还有人工工

资也在涨。”

他告诉记者，合肥的红木市场目前还处于培养阶段，尽

管经销商有60～70家之多，市场竞争较充分，但占有的全

国市场份额比例还不大。

原料价上涨推高价格？
一些红木厂商一致认为，影响红木家具价格主要因素

有二：资本炒作和原材料价格。就目前而言，原材料价格最

关键。

据了解，红木家具材质按照国标分为5属8类33种，在

各类高档红木中，越南黄花梨近来深受投资者追捧，目前的

价格也达到了300万元一吨。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初，几毛

钱一斤砍成木屑用以入药，到现如今，顶级木料一吨2500万

元左右的价格，海南黄花梨堪称“世界上最贵的木头”。此

外，小叶紫檀年初每吨约80万元，目前已达100万元以上；最

热门的老挝产大红酸枝也涨幅明显，今年年初，25厘米口径、

2米多长的木材每吨才8万元左右，而现在却接近20万元。

据悉，东南亚所产的红木多为高端红木。“由于东南亚

纷纷禁止砍伐和出口，原料进口的中高端红木材料每年都

在涨。”俞经理介绍，特别是一些具有收藏潜力的红木原料，

价格几乎没回落过。

收藏红木家具也有风险
因为红木材质的稀缺性和生长周期比较长，从而使得

红木家具成为投资和投机的对象。陶锐表示，特别是近几

年，高档红木家具升值快，具备一定的投资和收藏潜力。他

认为，在负利率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红木家具的保

值、增值性，红木家具成为一种投资和收藏工具，但个中风

险不可小觑。

收藏家吴炳亮分析，只要国内经济走稳，仿古家具市场

还会保持繁荣发展的周期，购买、投资红木家具为时未晚。

但也有藏家表示，目前市场所谓的红木家具鱼龙混杂，许多

一般木料也标榜“红木”，因而，如果对木料知识一点都不了

解，盲目投资有风险。

省家具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消费

者在选购时要问清楚家具的用材名称和材种产地，在购买

时要在订货合同或发票上详细注明树种的名称和产地。

奥运奖牌“金镶玉”以其独特造型

惊艳世界的同时，也进一步带火了青

海昆仑玉。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昆仑

玉成为令人瞠目的“疯狂的石头”。

原石价格上涨厉害
提起现今的昆仑玉价格，不少业

内人士都用两个字形容：“疯涨”。一

些商家告诉记者，2002年时，一只昆仑

白玉的手镯也就几百元钱，但是现在

至少万元起价。西宁一家昆仑玉专卖

店老板戴志刚告诉记者：“2005年时，

我们店里一只顶级的白玉镯卖了 1000元，我还觉得卖贵

了。但是现在那样成色的镯子，没有三四万元根本拿不下

来。”戴志刚说，“10年前，昆仑玉原石价格几十元一公斤，

现在最差的材料也要好几千元一公斤。”

市场出现以假充真
飙升的昆仑玉价格，造成许多业内人士萌生“奇货可

居”的想法，开始囤积居奇。在产地格尔木，大大小小的昆

仑玉专卖店鳞次栉比。走进这些专卖店，几乎每一家柜台

中都有一些昆仑玉原石和产品标明为“非卖品”。

在暴利诱惑下，一些不良商家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

象层出不穷，影响整个行业的声誉。“曾经有顾客拿着在别处

花近万元购买的手镯来进行鉴定，我一眼就看出那是阿（拉

伯）玉冒充的，最多不过值50元。”一位业内人士说。

必须规范市场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所长裴成荣指出，昆仑玉

价格飙升不可忽视的首先是炒作的存在。近１０年来，我

国的各类炒作之风越刮越浓，从君子兰、字画到普洱茶等，

无一幸免。这与市场的不成熟，消费者的不理智，消费信息

的不对称不无关系。裴成荣认为，消费、商务等部门应建立

有效机制，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引导投资和消费。同时给予

恶意炒作价格、扰乱市场秩序者一定的惩处和打击，规范市

场和行业有序发展。 据新华社

收藏报告 昆仑玉“疯狂”的背后

昆仑玉雕刻 昆仑玉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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