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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凳脱下“皇帝的新装”，专家调侃———

汉墓中能挖出机关枪？
本报记者 张向阳

“金缕玉衣”余温未了，又
来了“汉代玉凳”，又一个天价
神话被戳破，又留下一个天大
的笑话。就在穿越剧火爆荧屏
的春节期间，一部“真实”的穿
越剧也同期上演了。去年，一件
被拍出2 . 2亿元的汉代青黄玉
龙凤纹梳妆台及坐凳被网友揭
出是两 年 前 在 邳 州 造 出 来 的

“穿越货”。然而，面对公众的质
疑，玉器鉴定专家、“汉代玉凳”
鉴定者周南泉却坚称鉴定没有
问题。“玉凳”到底有没有问题？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了 国 内 多 位 专
家，得到的答案是：连造假都算
不上。有专家调侃，“汉墓中能
挖出机关枪吗？”

天价玉器两年前造
□网友揭“汉代玉凳”真面目

2011年1月，在北京中嘉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古玉
雅集古代玉器专场拍卖会”上，
一件汉代青黄玉龙凤纹梳妆台
及坐凳以2 . 2亿元成交，创下新
的玉器拍卖世界纪录。

而这桩“旧闻”却在一年之
后的2012年春节期间被网友们
翻出来，围观嘲笑，因为根据基
本的历史知识，汉代根本就还
没有“凳子”，这套被拍卖公司
描述为“让今人看后叹为观止，
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历史价值”
的文物珍品，被网友们戏称：

“连造假都造得相当不专业，没
文化，真可怕。”据称，这套“汉
代玉凳”产自江苏邳州，是2010
年起历时一年时间制造的。玉
器商还宣称，自己手中还有多
件“杀伤性武器”。然而，玉凳的
制造者也表示，明明是个工艺
品，为何摇身一变成为“汉代玉
凳”？

“穿越”的玉凳不靠谱
□中科院专家 徐龙国

“太不靠谱了，我在电视上
一看就是假的，要说仿明清时
代的宫廷家具或许还能凑合一
下，要说汉朝的就没谱了，怎么
还有人信这个？”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所徐龙国研究员对本报
记者说。他说，在一个稍微有点
收藏常识的人看来，这件所谓

“汉代玉凳”破绽百出。
徐龙国说：“《史记·礼书》：

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一
句话几乎涵盖了汉代所有的坐
具。从考古发现的汉代遗物及
画像内容看，汉代的坐具主要
有床、榻、枰、席等几类。此外，
汉代的人往往凭几席地而坐。
因而，几也应算是当时重要的
坐具之一。当时的坐跟跪差不
多：双膝着地(席)弯曲，臀部放
在两个脚掌上。而几虽然跟凳
子相似，但其用途主要是在席
地而坐时放放手、有支撑；案是
摆放东西的家具。”

“这种凳子属于‘高坐’。”
徐龙国说，从出土的甲骨文及
人物俑看，自新石器时代以来，
正式坐 姿 就是现 在 所 说 的 跪
姿。人们由席地而坐，逐渐演变
为坐于坐具之上。“汉代也出现
过胡床，但只是北方少数民族
用，不普及。在《三国志》中，就
写曹操“公犹坐胡床不起”，不
过这里的坐，就应是垂足而坐
了。真正高坐具的出现，是五胡
乱华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
活习惯传到中原来，所以，南北
朝之后的隋唐，胡床才开始普

及，最终出现了凳子和椅子，这
时人们才普遍垂足而坐了。

另外，考古中出土过不少
汉代玉器，包括玉屏风什么的，
就是没见过出土的玉凳。

此外，还有服装界人士从
“裤子历史”的角度诠释了汉代
为何不会有凳子。认为汉代连
裆裤从西域传入，但除士兵和
劳工出于方便穿它外，上等人
和宫里人仍然只穿“开裆裤”。
如果“高坐”的话非常不雅。对
此观点，徐龙国先生称：“我还
没有听说过。”

连造假都算不上
□古玉鉴定专家 刘承诰

山东省文物总店的文物专
家刘承诰精通古玉器鉴定，他
说，在网上看过图片，觉得是瞎
闹。“既没有史料依据，也没有
考 古 依 据 ，是凭 空 瞎 造 出 来
的。”他说。在汉代的考古发掘
中，无论是王墓还是侯墓，都没
出现过玉梳妆台和凳子，这是
没有任何根据的杜撰。且不谈
什么沁色、刀法，当时根本就没
有这个东西，太不真实了。他认
为，这只是一件工艺品，连造假
都算不上。“还有玉编钟，古代
编钟是要奏乐的，玉编钟能敲
响 吗 ？这 也是没 有 根 据 的 瞎
造。”

刘承诰先生以前也从事过
拍卖行业，但是目前拍卖中的
一些现象让他直呼：“颇为混
乱，看不懂。有些造假太离谱，
怎么就上了拍卖场？到底值不
值钱？怎么就能拍出天价？炒作
太厉害！”

这样的玉凳太滑稽
□中国文物学会理事 陈玉泉

中国文物学会理事、中华
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山东地区
分会会长陈玉泉说，汉代帝王
用玉都是和田玉。首先没有这
么大的籽料，如果是山料的话
在古代开采有难度，因为在几
千米高的雪山上，没有机械、没
有电、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
开采和运输都难以进行。即使
在现代，没有高度精密、平衡性
好的设备也难以解玉、开片。而
在古代开片的玉器，一般都会
出现厚薄不均的现象。

陈玉泉认为，中国古代没
有青黄玉的说法。在古代，青玉
用来祭天，黄玉用来祭地，无瑕
的白玉反而不如它们珍贵。从
网上照片来看，只能是韩料(韩
国玉)才发这种青黄色，连俄料
(俄罗斯玉)都不是。

另外，唐代以前民间禁止
藏玉，只能是官玉。从用途来
说，汉代玉器除了祭天、祭地、
祭祖外的礼器外，还是作为陪
葬品为了让死者复活成仙，所
以不可能做成凳子，坐在屁股
下面。而且，即使做成凳子也没
法坐，因为冬天太寒凉，太伤身
体。即使在明清宫廷用品中紫
檀、黄花梨做的椅子，在冬天也
要加上棉垫才能坐。更何况汉
代并没有凳子。

“从制式看，玉凳是明代末
期黄花梨家具的造型。从纹饰
来看，龙纹也不对，汉代龙纹是
兽形或象形。这个形象的龙，是
雍正乾隆时代的形象。所以，这
样的‘汉代玉凳’就像‘汉墓中
挖出机关枪’一样滑稽。”陈玉
泉说。

马未都说家具

两千年前是席地坐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曾经讲
过坐具的演变过程：“两千年前，亚洲
地区基本上都是席地坐。我们看韩
剧、日剧，主人一回家就坐地上了。欧
洲人两千年前已经坐在椅子上了，为
什么呢？因为欧洲地区气候比较湿
冷，迫使他们高坐起来。而我们亚洲
地区，尤其我们中国，早期的人类文
明大部分都是发生在黄河流域，环境
比较干燥，人坐在席上可以忍受。我
们今天的语言上还保留了很多席地
坐的痕迹。比如，我们说席位、出席、
筵席。筵，是铺在地上的大席子；席，
是铺在你面前的小席子，小席子的地
位比大席子高。”

马未都认为，因为国力强大，对
外交流频繁，唐代是中国人起居习惯
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在著名的
国宝《韩熙载夜宴图》中，韩熙载五次
出现，三坐两站。其中有一次是盘腿
坐在椅子上，盘腿坐是一个习惯。让
他垂足而坐，他也不很舒服。

宋代是中国所有家具定型的一
个最后时期。宋代人贪图安逸，他希
望胡床能更舒服些。这时的胡床吸收
了圈椅上半部的特征，增加了靠背和
扶手，这样就可以倚靠了。所以这时
它的名字又改了，叫做“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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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假到离谱

也没人愿戳穿
玉凳事件彻底暴露了中国鉴定

业的乱象。从“金缕玉衣”到“汉代玉
凳”，如此惊天骗局中涉及的专家往
往都是权威、顶尖，然而为何普通人
都具备的常识这些专家却“浑然不
觉”？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打假”和“追鬼”的并非是文
物界专业人士，反而是普通的网民
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如此罕见难得
的珍稀古玉又拍出天价，为什么专
业人员却没有一个说话的？这就像
有些圈内人士所说：文物鉴定也是
个江湖，就那么几拨人，大家互不
拆台也是潜规则。如果不是被网友
一不留神给戳破了，即使假到离
谱，也没有人愿意出来戳穿。

张宜画展将举办

本报讯 3月10日，《中国艺术
品市场白皮书年度人物·张宜》首
发式暨张宜作品汇报展将在济南
马鞍山路沈学仁画廊举办。

据悉，《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
书》是我国相关政府部门正式发布
的关于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重
要报告。“白皮书”年度人物，由权
威专家从市场、学术、文化角度层
层把关而最终评定。张宜1969年生
于潍坊，张志民先生研究生，现为
山东艺术学院国际艺术交流学院
副院长。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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