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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名职业鉴定人员，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决不是想把关于如何鉴定硬玉的方法与“诀窍
”通过金针普度，将我的读者培养成鉴定硬玉的行家里手。
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就如同“久病成医”终非医一样，绝大部分的业余收藏爱好者最终不可能真正掌
握专业鉴定的技术能力，因为鉴定技能的培养与提高，完全取决于过眼器物的品质与数量，这是一种
通过时间量化后的质变过程，没有谁能够脱离开这个既定的轨迹而羽化登仙。
在阅读本书之前，我奉献给读者一句实在话：一本科学而严肃的鉴定书籍，不仅不会给你以解囊入藏
的胆量，相反会让你踟蹰于藏品之前，甚至会失之交臂。
原因很简单，当你真正读明白了这本书时，你就会随即产生出更多的不明白。
当然，这种困惑来自于文字与实物的不接轨。
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在收藏翡翠的过程中，最基础的能力是分辨出“A货”、“B货”和“C货”，
其次是要分辨出不同的翠色种类，因为不同的货种与不同的翠色具有着不同的商品价值。
我在书中将分辨方法与价值特征讲得越明确，你理解得越透彻，就越不敢轻易解囊。
譬如，一只具有“硬绿”颜色的翠镯子售价仅几百块钱，以前你可能以为是一个“大漏”，当你明白
了翡翠中“C货”的质地特征与价格特征之后，不仅售价几百块钱的你不敢买，就是把几万块钱的硬
绿翡翠“A货”放在你面前，你仍然不敢买。
这不是价格的事，是由“明白”进步为“糊涂”的一种理性升华。
这种升华可以广泛地表现在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读者身上，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终极目标之一。
至于从“糊涂”再转入“明白”，那要经过漫长的历练过程，承受无数件真品的视觉刺激，将你对古
玩的收藏兴趣消磨殆尽，进而转换成为一种职业直觉，这才是铸就你“真”、“假”二字出口成钉的
基础。
鉴定，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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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普通的工薪收藏者，所以，作者在图片的选择上、在材质特征、造型特征的讲解上
，多货币于对普品的介绍，力争让读者读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悟，解决一些实际存在的知识点上的
困惑。
也就是说，通过让读者在有关知识点上的读有所获，引发出另一层次包括学术上、市场上的以及交易
上的深位思考。
    本书从更为人性化、休闲化、实用化这几个方面入手，让收藏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环境中，享受
着鉴定硬玉知识带来的知识获取和占有的快感。
读者很少能请到鉴定家为他们掌眼，他们的收藏决心主要受到对即将入藏器物的理解和欣赏程度的制
约，这些带有主观审美的取舍，还是要依靠收藏者自己的综合判断来完成。
而对于真伪的判定，则视每个人的鉴定方法、鉴定经历和鉴定悟性的不同而不同。
本书就是从“品”与“鉴”的视角上，给读者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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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硬玉的历史　　第一节　翡翠的起源及产地　　对于翡翠来说，红色为翡，绿色为翠，
这是翡翠基本分类的一般常识。
而这里所说的红与绿，原本指的是一种鸟类的羽毛色。
古代有一种翠鸟，颈部的羽毛是由绿与红两种颜色组成，而红色又分为红色与黄色两个层次。
翠鸟羽毛的毛色非常漂亮而且少见，所以，人们把类似这种颜色的玉石称之为“翡翠”。
翡翠在矿物学中被称之为“硬玉”，与称之为“软玉”的和阗玉在颜色与硬度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由于翡翠所含的矿物质不同，杂质的多少不同，尤其是受其内部结构中微量原素的影响，造成了颜色
上的千差万别。
艳丽而不失典雅、华贵而不俗气，能够显示出佩戴者的身份，同时也寓示着财富与喜庆。
这就是翡翠的装饰价值之所在。
　　翡翠在我国出现较早，大约在战国时期，就有装饰和佩戴使用了。
而真正成为一种社会高阶层的装饰消费品，并且大量涌人中原地区，到了清代才逐渐形成。
翡翠以其靓丽华贵的高雅气质，很快得到宫廷的认可，当时有大量的高档翡翠材料被宫廷收购，并专
门聘请技术高超的雕刻工匠，按照既定的设计形式为宫廷加工各种翡翠饰件。
在清代雕刻的翡翠作品中，一些吉祥的主题口彩往往通过这种漂亮的红绿颜色表达出来，譬如，一只
鹭鸶口衔莲花，象征着主人科举一路顺畅，金榜及第，取名“一路连科”；一只老鹰和一只大熊在一
起，称之为“英雄”；灵芝寓意长寿；竹节表示节节高升。
在翡翠的雕刻设计中，几乎每一个图案都有其非常明确的寓意指向。
在这些吉祥的口彩和寓意笼罩下，使得翡翠存在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美化佩戴者本身，而且逐渐发展
成为对他人的一种祝愿；同时，对于翡翠的占有也不仅仅局限于收藏者的专好，而是受到了更为广泛
人群的关注与喜爱。
在清代，翡翠雕件除了用于皇后、妃子的装饰佩戴外，还被皇帝用于奖赏臣属。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从社会的上层阶级开始对翡翠注入异样的关注目光，民间自然也就有所仿效，但是，民间所交易的翡
翠与玉器一样，材质大多不是很好，颜色较差，交易的价值也不会很高。
这种质量的翡翠雕件一般多用于实际佩戴或馈赠，基本上不用作收藏，所以传世到今天的这路翠件，
多有磕碰残缺，没有更大的收藏价值。
只有真正从宫廷里流散出来的翡翠，才被视为珍品，收藏起来，成为今后的升值砝码。
翡翠由于颜色的艳丽、雕工的精致一直流传到今天。
无可否认，翡翠的开采形式与开采年代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现代的翡翠质量应该说好于清代，即
使故宫中所藏御用传器，其质地也逊色于现在的新料，这是开采层的不同。
现代翡翠的佩戴与收藏并不在一个体位上，收藏者追求年份与出身，于是便喜欢具有明确清代雕工特
征的老翠件；装饰者喜欢具有现代雕饰风格的新翠。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翡翠材料要档次高，雕工要精，只有符合这两种条件的翠件，才能既产生
华丽的装饰效果，同时又具有强大的后续升值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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