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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玉仍处于价格洼地
建议新藏家从明清玉器入手

玉器是一种高层次
的文化载体, 尤其是古
玉, 发 展 史 长 达 8000
年, 与各个时期的政治、
经 济、文化、宗教、礼仪、
等级和审美观都有着密
切的关系, 这是其他艺
术品无法比拟的。可以
说, 玉器的发展史就是
一部中华文史的缩影。

玉器投资一般集中
在新玉和古玉两大门 类
中。新玉指民国以来制
作的玉器；古玉包括 高
古 玉 和 明 清 玉 两 部 分,
高古玉是指汉代或汉 代
以前的玉器。有关专家
认 为, 古 玉 的 历 史 悠
久, 相比近玉和其他珠
宝收藏, 可把玩价值更
高。而且古玉相比如今
价 格 节 节 攀 升 的 近 玉,
价格并不高, 还处于价
格洼地。但是收藏古玉
很考眼力, 需要藏家对
古玉有丰富的了解, 不
然容易“打眼”。

玉器收藏有着这么一句话
“新玉玩的是料, 古玉藏的是
魂”。越是古老的玉器,越具有摄
人心魄的魔力。玉器在古代社
会中既是精神财富,也是物质财
富。早期的玉器很多都是礼器,
寄托着当时人的信仰, 沟通天
地,也是身份的象征,文化内涵很
丰富。

早在 8000年前,我国古代先
民便开始制作玉器。不过进入
汉代以后,因当时国势强盛,加之
玉材来源丰富,汉代玉器才把中
国古代玉器推到了一个新的发
展高峰。西汉时汉武帝派遣张
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东

汉时班超再次打通这条线路,这
使得大量来自新疆的优质和田
玉料可以进入中原地区。并由
此奠定了古代玉文化博大精深
的基本格局,以至“汉代玉器”一
词到今天已成为古代玉器“精
品”的代称。

古玉自从西周开始,就已经
是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竞相收
藏的藏品,经过历代藏家的搜集,
流散于市场的真古玉已经成为
非常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然
而在现阶段,相对于现代玉石来
说,无论是从文化鉴赏还是从投
资的角度,收藏古玉更具有投资
潜力。

■玉器有8000年历史

据介绍,由于我国在古玉市
场流通方面的某些硬性规定,国
内古玉市场稍显低迷,高古玉、明
清玉的国内市场规模不及国际
市场,也达不到当代名家玉器那
样的行情,这与古玉的历史、文化
和艺术价值是不相符的, 如果相
关政策有所放宽,古玉行情必然
有大幅增长。

“如今古玉收藏的市场一直
处于价格洼地。”相关专家表示,
与新玉相比,古玉的价格还是比
较稳定的, 珍贵的古玉增值较
慢,属于长线投资。以明清古玉
为例,真的玉器每年能增值 30%
左右。

古玉的价格不高,专家认为
有几方面原因。首先是因为明
清以前的玉不准上拍,所以拍卖
市场上几乎见不到古玉。缺少
拍卖市场的价格对比,现在古玉
的藏家更多是私底下交换为多,
所以价格一直没有随着收藏市
场的升温而上涨。

其次是市面上的古玉出现
为数不少的假货,对于藏家而言
是眼力的考验。而近玉相对而
言历史可以往上溯源,流传有序
的情况下,风险比古玉更小。“有
很多造假的方法,比如做旧,连颜
色气味都能做得很逼真,如果眼
力不够,很容易就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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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古玉经历了神权、王权、礼
制三个时代,与一定历史时期的
社会思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在
高古玉上,能够管窥某些历史时
期的基本风貌。

据专家介绍,当前玉器收藏
市场呈金字塔结构:现代玉收藏
人群庞大,成交额差不多占玉器
市场的 2/3,是玉器市场的基础。
金字塔的第二层是明清玉市场,
一般拍卖会上都是明清玉唱主
角。明清玉分为宫廷作和民间作
两类,如果想要投资,就要买宫廷
玉,因为民间玉器的市场存量是
非常多的。金字塔的顶层是高古
玉市场。高古玉收藏风险最大,

鉴定不易,而且收藏群体小。
“建议新藏家从明清玉器入

手,等对玉器的认识加深,领悟能
力也加深了,就可以慢慢继续往
上,往更古老的玉器去收藏。”专
家表示,收藏明清古玉,比收藏高
古玉器要简单得多。明清玉的图
案和现在相近,都是一些吉祥题
材,鉴定相对容易,文化内涵浅显
易懂, 藏家不用像收藏高古玉器
那样,为了弄清其深奥的文化背
景而去查阅资料,也不用在纹饰、
沁色方面费尽心机。那些赏心悦
目的玉器, 大自玉佛、山子,小到
手镯、瑞兽,凡具备冰清玉洁品质
的, 都可以成为收藏对象。

■新藏家从明清玉器入手

市场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想要收藏到一块真正的古玉难度
是相当大的。如何鉴别古玉的真
假呢?

首先认识它的纹饰。掌握了
各个时期纹饰变化的特征,就对

“断代”的把握有了相当大的准确
性。因为纹饰是雕琢在玉器上的
一种时代符号,不论哪个朝代的
纹饰,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
征。

第二看玉质。好玉质就是指
玉石本身结构精密,质地温润、细
腻、坚硬,石性少而无杂质,有宝
光,看上去不粗涩、不呆滞。伪作
古玉多选用一些次玉,其玉质色

古,多绺裂,石性重。
第三看断口。古玉的蛀孔、

蚀斑以及腐蚀残破处,多是自然
侵蚀而成,因而没有锋利的尖角,
残痕处无刃性, 手感舒适自然。

第四看色泽。伪作玉器多为
“重蚀、重色之器”,对于色彩过于
鲜艳,腐蚀残破严重的玉器要多
加留意。真古玉有土沁、石灰沁、
水银沁、尸血沁、朱砂沁、铜沁、表
面氧化层等,赝品的沁斑有的是
油炸的,有些是火烤的,有些是用
化学药水浸蚀的,弄清楚真品和
赝品在颜色、光泽、厚薄诸方面的
差异和区别。伪作沁色多浮于器
表,染料附着不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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