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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式红木上市，红木创
新悄然前行，那么其在市场上
的表现又如何呢？

“虽然非常吸引眼球，但
是目前销量还没有起色。”据
李女士介绍，目前红木市场上
还是 50后、60后的消费群体
为主。另外，红木家具行业
在产品设计上越来越强调

“年轻化”，但是在营销方式
等方面还没有真正迎接这群
年轻的消费群体。因此，这一
次进来的新中式红木家具并
不畅销。

笔者也了解到，新中式红
木逐渐成消费新热点，但是对
于“新中式”的认可度，市场上
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柳州
经营了十多年红木家具的韦
先生表示，新中式红木家具还
是有一定市场的。但是目前
很多年轻人的消费意识还没
有改变过来，不了解这一产
品。而年龄较大的消费者，还
是偏向于比较传统的红木家
具。再加上现在红木收藏者
青睐的主要还是具有红木收
藏升值空间的古典红木家具，

这就影响了新式红木家具的
销量。

因此，新中式红木家具要
开拓市场，一是要加大宣传力
度，改变年轻人认为红木家具
过于“古老”的固有观念；二是
要有新的营销方式，为年轻的
顾客定制红木家具以及走比
较火热的互联网营销策略。
例如只要顾客想购买红木家
具，甚至可以根据他提供的家
里装修布局的照片，按具体情
况给他设计一款新中式红木
家具。

近段时间，新中式红木家具开始在柳州兴起，受到70
后、80后甚至是90后消费群体的青睐，成为柳州红木家具
中的消费新热点。然而，“新中式”推出市场，并未能马上
赢得青睐，市场呈现各种声音。

红木家具市场打年轻牌
“红木家具原来也可以这样时

尚！”近日，柳州市民张女士的新房
刚刚装修完毕，她原本认为红木家
具都比较呆板、古朴、沉重，但陪朋
友逛了一次红木家具市场后，她欣
喜地发现，柳州红木市场已经出现
了许多新中式红木家具。这些新中
式红木看起来设计更时尚，更接近
现代审美观。其中，不少红木沙发、
座椅垫上了现代软沙发的坐垫、靠
枕，为传统红木家具增加了舒适
感。沙发、椅子的扶手、背靠等，曲
线和结构都融入了科学的人体工学
设计，与人体曲线贴合，坐上去很舒
服，实用性强。

“新中式红木家具是近段时间
才在柳州红木市场兴起的。”据柳州
某红木家具商家李女士介绍，新中
式红木家具在中国传统风格中融入
现代时尚元素，通过改良，使家具更
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和生活习
惯，功能更实用、舒适、人性化。在
用料上，新中式红木家具的材质以
刺猬紫檀、缅甸花梨木等比较经济
的红木材质为主，主要亮点体现在
设计更为简洁时尚。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
步，红木家具年轻化无疑成
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李女
士还介绍，新中式红木家具
悄然现市，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红木家具行业的消费逐渐
出现“年轻化”趋势，红木
厂商的目标直指 80、90后顾
客群体。

笔者也了解到， 2014

年，红木家具市场开始主打
“年轻牌”。抢占年轻群体市
场，开始成为 2014年度中国
红木家具市场的一个重要前
沿信号，并将对未来几年国
内红木家具市场走向带来重
要的影响。有业内人士曾指
出，在我国以 80、90后为主
体的年轻人群成为职场的主
力军，这个具备一定经济能

力的人群俨然也已是消费主
体，在 2014年前三个季度家
居消费者年龄分布中，35岁
左右的消费者比例为 64%，
显示出家居消费群体的年龄
结构年轻化特征。因此，红
木家具行业也看中了这群潜
在的消费群体，开始从产品
设计、营销方式等方面制定
策略，迎接这群消费群体。

新中式红木成消费新热点

新中式红木市场有待检验

红木家具走年轻化

市场▶▶
销量逆市走高
沙弗莱石进入中国市场，晚

至 2013年下半年，适逢珠宝市
场进入全面“熊市”，钻石、红
蓝宝石等大类珠宝的销售日渐不
景气，部分品种的翡翠也出现了
跌价。幸运的是，由于石榴石的
价格相对便宜、外形上有优势，
且新品种珠宝容易让消费者产生
新鲜感，其销量却逆市大幅走
高。

从广东几家石榴石零售商的
统计数字来看，7—9月，该产品
的销售量同比大增了4—9倍。

鉴于绿色石榴石的需求增
大，今年的深圳、香港珠宝展
上，该类产品的订货量都大幅度
攀升，成为最受市场追捧的彩色
宝石。笔者在深圳珠宝展上采访
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刘老板，他一
次性购买了约 100万元的该类原
料石半成品，数量超过 300粒，
准备拿回自己的工厂中加工。

刘老板说：“彩色宝石仍是这
几年的市场主题，前年受宠的是
碧玺，去年是坦桑石，今年就是绿
色石榴石了，增值潜力大。年底
是销售旺季，值得博一博。”

对比▶▶
价格与蓝宝石持平
由于需求旺盛，且有机构参

与，石榴石的价格呈现稳步走高
态势。目前的广东市场上，重量
在 1克拉以上的石榴石，价格已
接近蓝宝石的价格，而比多数同
样重量的红宝石价格高出约
20%—30%。广地珠宝检测中心
的一位负责人提醒：“这并不是说
石榴石的价值真的就超过了红宝
石，而是因为‘十红九裂’，红宝石
多数裂纹多，美观度不高，而石榴
石的裂纹很少，就显得有外观方
面的优势。”

笔者走访市场发现，沙弗莱
石的规格多在 0.3克拉到 2克拉
之间，极少有产品的重量超过 2
克拉。而加工成珠宝首饰，单价
也多在 5000元—2万元区间，要
比钻石、祖母绿的单价便宜很多。

业内观点▶▶
沙弗莱石尚处估值洼地
广地珠宝检测中心今年曾遭

遇了一单“沙弗莱石”冒充祖母绿
销售的案例：重达1.1克拉的所谓
祖母绿项链吊坠，据顾客所说花
6.52万元购买，实际上，却是沙弗
莱石伪造，而后者的实际价格不
足1.3万元。

笔者走访玉器市场，做红蓝
宝石生意的罗老板也承认，业内
将石榴石混当祖母绿卖的不乏其
人。“两者的价格差异大约为 4
倍，高等级产品价格差异高达 5

倍，1克拉成色较好、瑕疵不多的
祖母绿，在广东批发市场上的价
格接近 4万元；而同样等级的沙
弗莱石，价格接近 1万元。两者
在色彩、形态上比较接近，对于多
数消费者来说，不会特别看清楚
其中的差别。”

收藏▶▶
祖母绿VS沙弗莱石
区别一：沙弗莱石具有“高纯

净度”的特点，如图所示，晶体内
部极少出现裂纹与瑕疵；而祖母
绿刚好相反，晶体内部遍布瑕疵
与裂纹。没有什么可视裂纹的祖
母绿，属于极品，1克拉的价格一
定是在 10万元以上，要比钻石更
高。5万元以下遇到没有裂纹的
祖母绿，不是合成产品，就是石榴
石伪造。

区别二：虽然沙弗莱石色彩
饱和度也较高，但与祖母绿仍有
一定距离。祖母绿呈现出浓绿、
鲜绿、正绿色，部分则是深绿色，
不带蓝、黄等其他颜色。但沙弗
莱石则夹杂着黄色，惯常呈现黄
绿色与草绿色。

区别三：沙弗莱石的火彩与
祖母绿也有较大区别，前者属于
高亮度宝石，折射率高，不时泛出
灵动的火彩，火彩流动在表面；而
祖母绿则亮度有限，火彩由内而
外、连续焕发出来。

假扮祖母绿：绿石榴石卖价增4倍
2014年什么彩色宝石最流行？碧玺、海蓝宝石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时，从深圳、香港珠宝展的订货

趋势来看，石榴石家族的新成员“沙弗莱石”成了“香饽饽”。但流行品也迎来了造假潮，部分不法商家
用价格相对较低的绿色石榴石——沙弗莱石冒充外形相似的高档珠宝祖母绿，卖价顿时增了4—5
倍，值得消费者警惕。今年以来，广州零售市场上，石榴石家族的成员——沙弗莱石的销售量大增了
几倍；其颜色鲜艳、瑕疵少、价格相对便宜的优势，吸引了收藏爱好者的关注。部分业内人士认为，该
产品目前仍处“洼地”，未来应有增值空间。

虽然当下的邮市普遍低迷，但邮友队
伍依然壮观。日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纪
特邮票发行计划(初稿)已经出台，全年安
排发行新邮 29套。笔者发现 2015年纪特
邮票选题有以下三大特点：

● 重大事件题材令人期待
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邮政安排发
行两组纪念邮票，第一组于 8月 15日日本
投降日发行，全套 8枚；第二组安排在 9月
3日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日发行，全套2
枚邮票，1枚小型张。

此外，还有：联合国成立 70周年纪念
邮票 2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六十周
年邮票，全套3枚等。

●《瘦西湖》特种邮票贺扬州城庆
2500周年

明年是扬州城庆 2500周年，中国邮政
特安排在中国·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
旅游节之时发行《瘦西湖》特种邮票3枚庆
贺。这已是瘦西湖景致第三次入画方寸，
前两次一是 1998年中国、瑞士联合发行的
《瘦西湖和莱芒湖》特种邮票；二是2007年
发行的《扬州园林》特种邮票中的徐园。

● 传统文化、经典题材应是热点
传统文化、经典题材邮票历来是人们

喜爱和收藏的热点，近年继《富春山居图》
(2009 年)、《捣练图》(2013 年)、《浴马图》
(2014年)邮票后，2015年将安排发行唐代
传世名画《挥扇仕女图》邮票，全套 3枚，1
枚小型张；古代文学题材方面，将安排发行
《诗词歌赋》邮票4枚和《中国古代文学家》
(第四组)邮票4枚。开启《中国古典文学名
著《西游记(一)》系列特种邮票，全套4枚邮
票、1枚小型张。明年还将发行全套6枚的
《二十四节气(一)》特种邮票，展现时令节
气。明年的 9月 20日，还将发行全套 4枚
的《中国梦·人民幸福》邮票，“中国梦”系列
三组邮票至此圆满收官。

明年这些邮票
值得期待

银器还是一种艺术品，不仅仅看重量，
而银器本身的工艺是决定其价格的重要因
素。银器有许多经典的款式，在制作上也
有自己的特点，雕刻大师们的细腻、精致，
使得这些银器花纹纷繁但没有丝毫的杂乱
之感，也达到了银器收藏的最高境界。

虽然国际贵金属价格出现了大跌，但
是银器收藏却依然成为了近期市场最为关
注的焦点，在 10月 2日上海工美的金秋拍
卖会上，有一件纯银龙纹棱柱形盒，高 8.8
厘米，重 340克，估价 8000至 12000元。从
每克银价来说并不是非常贵。

欧洲的银器发源于英国，最初专为皇
室使用，后来普及到富庶的贵族阶层，银器
是生活用具，也是他们成就的符号。尽管
王室是银匠作坊的主要订单来源，但作坊
无法仅靠王室订单生存，转而扩展日益增
长的职业人士和商人阶层市场，

由于欧洲的需求巨大，从清代开始，中
国出口的银器成为了西方市场的“最爱”。
这些银器基本上是十九世纪初在对外开放
之后出口的，主要特征是将带有鲜明中国
文化特色的制银工艺元素融入到西式生活
器形当中，最常见的花式有：龙、梅花、竹、
菊花、人物故事。

使用在龙纹饰上的工艺主要有锤碟、
錾刻和掐丝三种。最为典型和常见的就是
将锤碟和錾刻工艺融为一体而成的锤錾工
艺龙纹。这种工艺最大的特点就是龙的形
象更具立体感，动态十足，栩栩如生。所以
龙头的形象一般中规中矩，但是细节之处
的錾刻就各有不同，即使是同一银楼的出
品的龙头在龙须，毛发、龙角、牙齿上都会
根据器形和展布位置的不同，让人对当时
的银匠的高超技艺叹为观止。

对于许多初入银器收藏的人来说，首
先就会算每克银价，似乎只要价格低了就
能收。但事实上从此次的拍卖情况来看，
有些分量比较大的银器，虽然单价很低，但
最终无人问津。归根到底，银器还是一种
艺术品，不仅仅看重量，而银器本身的工艺
是决定其价格的重要因素。

精湛工艺银器受追捧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