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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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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一要“古”
古瓷、古董贵在一个“古”字。

古瓷器属于传统收藏，或称古玩（现
代收藏称现玩）、古董。远古的器物
是历史文物，加之瓷器的保存不如
金玉、铜石等物容易，越古越少、越
古越贵。

◆第二要“稀”
物以稀为贵。如宋代汝瓷，便

因其稀有而倍加珍贵，尤其是御用
汝瓷。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北宋晚
期至今传世的御用汝瓷总数不超过
百件，且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
海博物馆及各国博物馆和少数收藏
家手中，故有了“纵有家产万贯，不
如汝瓷一件”的说法。国内外古瓷
收藏界，均以宋代“汝、钧、官、哥、
定”五大名窑作品为热点，其次要数
元代青花彩瓷了。

◆第三要“美”
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只有定窑

烧制白瓷，而汝、官、哥、钧都是以青
釉取胜。然而，定瓷精品之所以珍
贵，不仅仅在于其如雪似银的胎釉，
而在于它精美的划花、刻花和印花
的纹饰。而汝瓷的精美，可谓宋代
瓷艺百花苑中的一朵奇葩，它既注
重古朴典雅，又追求造型美丽，把东
方美学特有的艺术神韵展现得淋漓
尽致。元代青花和清代彩釉瓷器，
也都是以精美而闻名，虽然在民间
有一定的藏量，但价格也都不菲。

◆第四要“俏”
要注重收藏市场需求量大、行

情看涨的古瓷。这种“俏”货价格攀
升潜力大。约十年前，清三代官窑
瓷器在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才几千、
几万元。由于市场需求量不断增
大，现在的官窑瓷器价格已达几十
万、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了。另
外，国内古瓷的拍卖价近年来虽然
不断升高，但与国际拍卖价相比还
是较低的，后者往往高出几倍甚至
十几倍。

瓷器重在
四大尺度

寿山石雕十分注重依石造型，
因而有“一相抵九工”之说。收藏鉴
赏寿山石雕，应该有以下三看：

◆“因材施艺”是否恰当
寿山石雕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

利用石料的天然色泽，雕刻出造型
和色泽相适应的作品。我们在鉴赏
和选购寿山石雕作品时要看雕刻艺
人在“因材施艺”方面的独到功力。
看看是否充分利用石质、石形、石
色、石纹来确定相应的题材与造型，
而不是牵强附会。

◆技法是否合理
寿山石雕已由古墓葬出土的文

化中看到的极为简练的技法，发展
为现代精细的高浮雕、透花雕和圆
雕等。一件寿山石雕精品往往综合
应用各种传统技法。

◆刀法是否充分
寿山石雕的技法，是通过运刀

的刀法来体现的。寿山石雕的刀法
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有简练的刀
法，有朴茂的刀法，有浑厚的刀法，
有秀凌的刀法。如薄意雕刻，花鸟
雕刻，多用秀凌的刀法；如人物圆
雕、古兽印钮等雕刻则多用朴茂的
刀法，它适于收藏家、鉴赏家拿在手
上“把玩”，而不刺手，另有一番情
趣。

寿山石雕
重在三看

随着黄金等稀有金属价格一跌再跌，很多中国收藏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矿物晶体，以

水晶、方解石等为代表的矿物晶体成为众多收藏者争抢的宠儿。近年来，中国收藏矿物

晶体的人数大约增加了 30%。矿物晶体收藏热在中国悄然盛行。

随着国内矿物晶体收藏悄
然升温，矿物晶体也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赝品，而且赝品的制作水
平越来越高，这也是矿物晶体收
藏者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目前，有不法商人以白石粉
和黑水泥铸造“菊花石”谋利，收
藏选购菊花石时要特别留心观
察石纹：真的菊花石一定有石
纹，过于光滑、漂亮的一定是赝
品。

最常见的造假手段是用廉
价的矿物晶体冒充贵重的矿物
晶体、用人工水晶冒充天然水
晶。例如，天然葡萄玛瑙价格很
高，就有人用一种河南产的萤石
或菱锌矿冒充葡萄玛瑙出售。

褐铁矿需要几千年甚至更
长时间才能成形，因此非常珍
贵。有不法商人就用高温聚光
灯烘烤照射黄铁矿，人为加速黄
铁矿变褐铁矿过程，这种造假鉴

别起来比较困难。一般情况下，
自然形成的矿物晶体颜色自然，
而灯光照出的颜色浮在表面，质
感不好。

有的矿物晶体没有光泽或
颜色不鲜艳，造假者就设法人工
染色。市场上的有色水晶、沙漠
玫瑰、彩色纤水硅钙等，大多是
人工染色的赝品。这类赝品通
过表层颜色的层次、质感即可分
辨真假。

有不法商人利用现代科学
的结晶原理，制造矿物晶体赝
品。如把基岩放在硫酸铜溶液
里浸泡，可以制造出硫酸铵镁、
硫酸铵镍、绿色石膏等晶体。这
些晶体颜色鲜艳，晶型完整，但
毫无收藏价值。这类矿物晶体
一般通过其形状的自然程度加
以辨别，人工造假总归要留下制
作痕迹，只要认真分辨，还是可
以辨出真假的。

矿晶收藏谨防赝品

有关专家建议，入门级收藏者
最好从大众化的矿物晶体入手，把
国产矿晶列为首选。在储备了一
定的收藏知识及经济能力之后，就
要从单一收藏转向多样化收藏，这
就牵涉到品种选择及市场预测。

在国际市场上，矿物晶体定价
有严格的科学依据和市场标准。
购买矿物晶体，首先要了解其稀少
程度，越稀少越有价值。例如，在
自然界中方解石比较多，而绿柱石
则相对稀少。因此，绿柱石的基价
比方解石高很多。

其次，矿物晶体收藏最讲究的
参数之一是完整性，即矿物晶体的
发育程度和采集、交易过程中晶体
的保存完整程度。即一件高价的

矿物晶体一定是完美无缺的，甚至
是无擦痕、无碰痕，一旦晶体破损
会价值大跌。

此外，矿物晶体的美观性、组
合性、奇特性也是衡量其价值的重
要参数。可通过颜色、光泽、造型
和透明度来评定优劣。一般来说，
在同类矿物中，颜色越艳丽、光泽
越强烈、透明度越高的矿物晶体价
值越高。

矿物晶体在长期的成形过程
中，由于地质条件和结晶环境的差
别，有可能出现晶体间孪生、畸形
和变异的情况，造成连晶、聚晶等
非常态晶体。这些不同一般的矿
物晶体正如邮票收藏界的错票、残
票一样，因为其独特而增值。

越稀少的矿晶越有价值

目前矿物晶体成为收藏新宠
儿，但有收藏者担心矿物晶体有辐
射危害。有关专家表示，矿物晶体
有放射性元素辐射是误传，我们可
以大胆放心地收藏矿物晶体。

据称，放射性元素辐射指标一
般参考 1988 年中国发布的《辐射
防护规定》，该规定限定 70贝可为
标准。大于 70 贝可、人体近距离

接触就有害，小于 70贝可，属正常
辐射当量。

2005年湖北黄石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对十几个品种近千块矿物
晶体进行检测，得出的结果是绝大
多数没有放射性元素辐射危害，只
有几块从矿山新开采出的矿物晶
体有微量辐射，且小于 70贝可，属
于正常辐射范围。

收藏矿晶不用担心辐射

矿晶收藏悄然升温
真品菊花石一定有石纹

小型张“浴火重生”

小型张和小全张历来是判
断行情级别的重要指标，一旦整
个小型张板块全面启动，那么邮
市形成大级别行情的概率就很
大。在过去 30年间所出现的大
行情，均在小型张板块粉墨登场
后才形成“超级牛市”，所以，投
资者对小型张板块的动向非常
关注。有趣的是，10月中下旬当
小版张和纪念邮资片上升乏力
之际，小型张却突然成了市场的
明星，特别是价格低廉的编年小
型张，演绎出“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局面，令市场重新活跃。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小型张
价格翻番的品种不计其数。11
月末，“三国演义(4)”、“三国演义
(5)”、“水浒(5)”、“聊斋(1)”和“敦
煌壁画(4)”小型张整盒价格分别
攀升到 1400 元、1450 元、2000

元、2050 元和 1250 元；“武当
山”、“龙虎山”、“长江三峡”、“太
湖”和“黄果树”小型张整盒市价
也分别上扬至 1500元、1250元、
1300 元、1100 元和 1700 元；而

“上海浦东”、“长征胜利”、“颐和
园”、“竹子”和“乐山大佛”整盒
小型张分别走高到3500元、5500
元、1600 元、1200 元和 5500 元；
小全张中的“丽江古城”、“桂
花”、“民运会”、“崂山”和“第十
二届全运会”小全张整盒价格分
别上攀到 2600元、2150元、1450
元、1500元和1150元。

小版张延续热浪

小版张仍是市场交易的重
点板块，且黑马狂奔。如2004年
小版张就是 10月末以来的黑马
板块，其中“司马光砸缸”、“华南
虎”、“绿绒蒿”、“城市建筑”和

“中国名亭”小版张分别创出了

95元、70元、75元、160元和 185
元新高，且价格均现翻番。

另外，2013 年至 2014 年发
行的新品小版张炙手可热，价格
继续上涨。如2013年发行的“琴
棋书画”、“桃花”、“雷锋题词 50
年”、“金铜佛造像”和“毛泽东诞
生 120年”小版张分别扬升至 60
元、72元、38元、105元和 59元；
2014 年发行的“中华孝道 (1)”、

“邓小平诞生 110 年”、“红楼梦
(1)”、“诸葛”和“唐卡”小版张分
别涨升到 61元、40元、45元、32
元和42元。

生肖版张热闹非凡

生肖版张表现也格外活跃，
发行于 1992年至 2003年的第二
轮生肖全张票价格快速攀升，全
套价格从 9 月末的 8700 元扬升
到 11 月底的 12800 元，升幅达
47%。其中“戊寅虎”、“己卯

兔”、“庚辰龙”、“辛巳蛇”、“壬午
马”和“癸未羊”分别走高到 600
元、480 元、6800 元、1800 元、
1500元和1850元。

第三轮生肖版张在 11月份
再度逞强。其中“甲申猴”、“乙
酉鸡”、“丁亥猪”、“己丑牛”、“辛
卯兔”和“癸巳蛇”全张票分别走
高到 1150元、350元、250元、410
元、240 元和 185 元；“甲申猴”、

“丙戌狗”、“戊子鼠”、“庚寅虎”
和“壬辰龙”小版张攀升至 410
元、80元、83元、105元和175元；
而“甲申猴”、“丙戌狗”、“丁亥
猪”、“辛卯兔”和“壬辰龙”赠送
小版张分别上扬到 180 元、175
元、57 元、42 元和 55 元；“甲午
马”全张票、小版张和赠送小版
张则分别上涨到 210元、65元和
30元。

邮票市场年末收尾 引发抢购风潮
通常来说，10月份是市场面临资金压力与秋季行情收尾的时候，大多数投资者也会谨慎操作。但让人称奇的是，今年

10月下旬以来邮市入市资金猛然大增，并形成“抢购”风潮，令行家大跌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