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以稀为贵”，有民间资本悄悄流入

歙 砚

小小的一方砚台，因为伴随名人被“拍”出高价已经不

足为奇，但记者昨日从省城市场上了解到，中国名砚之一的

歙砚今年以来价格也逐步走高，有的甚至开价几百万。

“这一年时间，一块普通砚台的价格就涨了70%左右。”省城

一家歙砚商家告诉记者，物以稀为贵，原料日渐枯竭可能是

歙砚价格飙升的最主要原因，如今不少人“相中”文化产业

也使得砚台等用品需求旺盛。

1年身价翻了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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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纸砚

在省城裕丰花市的“徽宝堂”里，上上

下下摆着100元以上的砚台，老板巴泽贵

端着一块砚台介绍说，十年前售价只要几

十元，现在至少要上万元，“老坑出来的，

现在很难找了，因此价格翻了好多倍。”

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珍品”。记

者昨日走访了省城部分文房四宝店后

了解到，今年以来砚台价格涨了 50%～

100%。

“这很正常，特别是老坑所产石料做

的砚台，价格涨得更厉害。”胡秋生是黄山

市古城歙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从事歙砚

行业已经30多年的时间，他明显感觉到

今年歙砚身价涨得厉害，算上材料和人工

成本的上涨，一块歙砚的售价最少翻了一

番。

“材料不好收了，以前几万元可以拉

一车的材料回来，现在只能买到一箱。”一

家专门经营歙砚的商家透露，歙砚与端

砚、洮砚和澄泥砚并列为全国四大名砚，

而目前,婺源唯一的一个老坑矿所产石料

几乎绝迹，新坑矿甚至歙县附近地区所产

的砚石料也将面临枯竭之境，最多只能开

采10年左右。

几万元，以前买一车现在买一箱
合肥的城隍庙和裕丰花市有不少“文

房四宝”店，店里货架上堆积了不少宣纸。

红星宣纸是许多业内行家眼里的“宣

纸精品”，被誉为“千年寿纸”。

在中国红星宣纸集团公司一家驻肥

代理商那儿，记者了解到，红星牌宣纸今

年价格涨了至少 30%，现在已经卖到了

800元/刀，“再拿普通一点的蔡宝轩宣纸

举例，以前售价不到500元，现在每刀也要

650元。”

而在省城城隍庙一家文房四宝店，老

板直接告诉记者，“红星宣纸拿不到货，其

他宣纸价格不等，不过普遍上涨了30%~

40%左右。”

以孔丹品牌的宣纸为例，前年的售价

是25元/刀，现在已经卖到了90元/刀，“几

个月前，也才60～70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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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砚的身价越来越高，不过记者在

省城一些文房四宝店看到，有些标有“歙

砚”字样的砚台价格并不贵，从几百元到

几千元不等。

裕丰花市一家歙砚商家拿出了两块

砚台，记者从大小和造型上看非常类似，

但老板却告诉记者，这两块砚石价格相

差几倍，“这块是老坑出的，去年卖2千多

元，今年卖4千多元；这块是新坑出的，只

卖1千多元。”

怎样区分歙砚的品质高低呢？巴

泽贵解释，区分歙砚好坏一看手感；二

看纹理，好的歙砚摸上去十分光滑，像

小孩子的皮肤，纹理也会有自己独有的

特色。

“老坑的砚台很润，再就是发墨很

快，磨的时候没有声音，新坑磨的时候有

声音，发墨慢一些。”安徽一家歙砚厂的

厂长为记者支招。

而胡秋生也提醒，新坑石料做出来

的歙砚在纹理、发墨等方面都不如老坑

产的歙砚。

收藏热，老坑新坑价格差几倍

“洛阳纸贵”，有人前几年开始“存纸”

宣 纸

“有人指名要红星牌宣纸，你赶快给我想办法进一点货

吧！”昨日上午，裕丰花市龙山书社的老板钱昭宇正打电话

“公关”要货，“我已经动员了好多关系，可品牌宣纸的货源

很紧张。”

不仅如此，记者走访了省城部分文房四宝店后发现，今

年以来宣纸“刀刀逼人”，光是从年初到现在，普通宣纸的涨

幅就达30%～40%。

1年涨了30%～40%

一年不到涨了30%~40%

钱昭宇不仅开了一家书社，而且也

是泾县几家宣纸生产厂的负责人，宣纸

价格为何今年以来“刀刀逼人”？他为记

者算起了账。

“宣纸的生产原料之一檀树皮数量供

不应求，因此原材料价格涨了几倍。”钱昭

宇透露，宣纸价格飙升最大的两个原因，除

了原料成本的上涨外，劳动力也面临着“青

黄不接”和“成本上扬”等问题。

用钱昭宇的话说，现在制作宣纸的

工人太难招了，“特别是年轻人，一天 14

个小时的工作根本不愿意干，一般都是

中青年和老者在我们厂里，几乎没有年

轻人，工资也有小幅上涨。”

也有业内人士反映，不少外地的商

人已经开始“储备”宣纸，无形中“炒”高

了宣纸的价格。

3年前，一家文房四宝店的老板预测

到宣纸可能会紧俏，于是把家里买房子

的钱“转移”到了宣纸上，“今后肯定不会

跌价的，因为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

需求不会降，而供给却在减少。”

“宣纸越老越好，有不少经销商都是

放上几年再卖。”他向记者解释，在制作

宣纸的过程中，会增加胶类物质，懂行的

人会放上5年再出手，这样，宣纸内残存

的化学成分挥发尽了，会回到最天然的

状态。

“缺皮少草”、劳动力青黄不接成涨价推手

记者 沈娟娟

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在民间资本纷纷寻找出口的过程

中，除了农产品，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也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有人

不“存钱”而“存纸”；有人不“藏画”而“藏砚”。

剔除原料和人工工资的自然增长因素外，也许他们看中的除了

“少即珍贵”的潜在价值外，还有对文化的热衷和追逐。作为一个文

化底蕴深厚的大省，安徽的“文化”应该如何更好地传承下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