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海归归””铜铜镜镜多多不不靠靠谱谱

从从远远古古走走来来的的蜜蜜蜡蜡 梵高新发现画作

价格超5000万美元

业内资讯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知得失。”近几年，收藏市
场上的精品铜镜价格至少已经上
涨了5-10倍，成为市场中吸引收
藏者和投资者的“小众藏品”。与
此同时，“回流铜镜”也开始遍及
市场。专家在提醒收藏者谨防假
冒“海归”的同时，强调收藏铜镜
要注重工艺、制作、花纹，从艺

术价值、观赏价值入手选择纹
饰精致美观的精品。

事实上，历代均有仿制前朝的
铜镜，尤其是上世纪初，仿制的铜
镜数量可能达到了历史高峰。而随
着艺术品市场的蓬勃发展，仿品也
随之出现。目前，仿制的铜镜主要
有两种，一种是用早期镜直接翻
模，二是用摹本仿照制模。不过，也
有一些真品因为年代久远而表面

变得模糊，建议收藏者还要结合铜
镜的铜质、镜体厚重等综合判断。

收藏铜镜首先要懂得铜镜的
辨伪和断代，这是基础。其次要有
艺术的审美鉴赏力，铜镜的价值
主要是艺术价值，而艺术价值体
现在精细的制作，精致美观的纹
饰上。判断一个铜镜的收藏价值，
首要就是要看其完整程度和纹饰
的精美程度。

作为铜器类别，铜镜中的
汉镜、宋镜、明镜的出土和传世
数量较多，这些镜较容易收集。
专家认为，战国、汉代和唐代铜
镜的艺术价值较高，战国与唐
隋时期的铜镜大多是制作精
细，纹饰精美，汉代的铜镜则有
部分是精品，有部分是普通品。
战国、汉代和隋唐时期的铜镜
精品都是“潜力股”、“绩优股”。

一幅画作曾被当成赝品束之
高阁，淡出世人视线大约1个世
纪，如今经鉴定是荷兰后印象派
画家文森特·梵高1888年巅峰时
期创作的油画。荷兰梵高博物馆9

日宣布发现这幅画作。画作名为
《蒙特马约的日落》，画中树木呈
现不同层次的绿色。

这幅画据信由梵高1888年至
1889年间在法国南部阿尔勒创
作。梵高博物馆介绍，博物馆专家
从作者的绘画风格、创作手法、颜
料的使用和签名字迹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考证，最后确认作品为梵
高真迹。市面上梵高画作价格已
超过5000万美元。据悉，这幅画由
挪威涉足钢铁行业的企业家尼古
拉·克里斯蒂安·米斯塔1908年购
买，购买时间大约为1908年。

沉香素有“木中钻石”之称，
其集收藏品味、把玩于一身，既
是一种精英文化，又是一种大众
文化。如今，收藏级别的沉香价
格已经远超黄金。业内人士表
示，近几年沉香的价格一路飙
升，其中收藏级别沉香原料的价
格为每千克100万元，以一串奇楠
沉香手珠为例，目前的市场价格
已过百万元。

一棵沉香树结香，要经过雷
劈、虫蛀、菌类感染等自然因素的
破坏使树脂在受伤部位聚集，历经
百年或千年方能形成具有沉水级
密度的香脂。然而，目前市场中充
斥着很多造假沉香，沉香的造假主
要体现在直接造假和在原材料本
身上做手脚。首先是完全造假，商
家会利用高压使没有结香的沉香
木收缩以增加密度，再加入化学香
精或者香粉来鱼目混珠；其次，还
存在新沉香的仿古造假；再者，用
高科技手段来优化老的沉香或者
是提取其油脂后再加工等。

初入手者需要掌握几点沉香
的基本判断。第一看纹路，具备非常
规则纹路的沉香肯定不靠谱；第二
摸实物，假沉香会黏手，用手搓磨会
有颜色脱落，若是真的沉香，表面会
带油黏感与冰凉感；第三是看沉香
结油的程度，结油的密度越高说明
时间越长，质量上也会更重一些；第
四是烧，假沉香会散发出一股化学
香精浸泡过的刺鼻浓香，而真沉香
的香味则悠然绵长、沁人心脾。

沉香价格飙升

收藏警惕造假

蜜蜡市场悄然升温

五六年前，烟台也就寥寥几
家店销售蜜蜡小门店，如今规模
大一点的珠宝店除了自己的主营
外，都增添了蜜蜡柜台，大大小小
有近百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型商场
蜜蜡专柜一般都是品牌代理，货品
种较多，而且质量也有保证，对一般
的投资者的吸引力较大。此外，商场
专柜一般都是按件计价，不标注克
价，其价格比进货价要高若干倍。销
售的一般是海珀，个别店也有多米
尼加的蓝珀销售。

一般的珠宝店的蜜蜡柜台，
其商品价格比大商场要低不少，
但大件少，而且一般是挂件多，手
链手串少，不少店因为不是主营，
营业人员也非专业，给顾客介绍
的不是品质，而是什么“千年琥
珀，万年蜜蜡”之类虚的噱头，和
大型商场一样，销售的也是海珀。

蜜蜡市场进货价格透明

目前，烟台专业的蜜蜡销售
店还是较少，而随着玩家队伍的
增加，非优化的产品销售比例一
定会越来越高。

记者了解到，蜜蜡无论原料
还是成品，只要是没有镶嵌的都
是按克价进货的，同类产品按每
克单价比较价格是最透明的。蜜
蜡原料大规格原料和小规格原料
的单价是不一样的，因此无论手
链还是雕件不同规格的单价也是
不一样的，像20毫米的圆珠和10

毫米的圆珠克价能相差一倍，而
近三年以来，20厘米的珠子已经
翻了5-6倍，而10厘米的圆珠和其
它蜜蜡产品也就翻了2-3倍。

因为蜜蜡硬度不高，因此蜜蜡
加工相对较易，在蜜蜡成品中人工
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因此加工大
圆珠单价要比大雕件要高，此外背
面带皮的挂件比不带皮的克价要
低一些。

玩家打眼

错把下脚料当宝贝

因为烟台本地消费者对蜜蜡
的认识还不深，往往存在误区。在
记者走访市场的过程中，问起琥
珀与蜜蜡有何不同时，商家往往
会说：“千年琥珀，万年蜜蜡”。烟
台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珠宝检
验科科长鲍勇说，其实琥珀与蜜
蜡是同一种东西，都是树木脂液
化石。在国际上，琥珀与蜜蜡都统
称为“Amber”。而在中国，将透明
的称为琥珀，不透明的称为蜜蜡。

烟台红木玩家张文彦在2000年
初的一次圈内朋友聚会上，第一次
从一位上海藏友的手腕上看到传
说中的蜜蜡。“当时也不懂，连名都
不知道，从藏友手里接过来，还问人
家怎么带了串塑料？”这句话成了那
天聚会上的笑谈，却也勾起了张文
彦对蜜蜡的兴趣。

真正触动到张文彦让她下定
决心研究蜜蜡却是因为一次受骗。
2003年夏天，在淘宝上一家上海网
店，张文彦花了650元买了一串手
链，“商家告诉我带证书，不过因为
鉴定的时间有点久了，证书在网上
查不到了。”拿到物件，张文彦用饱
和盐水的鉴定法鉴定，“倒是浮起来
了，而且里面还有杂质。”这彻底打
消了张文彦的顾虑。可几个月后，张
文彦带着这串珠子与藏友聚会时，
对方把玩着这个新淘的“宝贝”怎么
都觉得不真。

在藏友的推荐下，张文彦把珠
子带到了北大宝石鉴定中心珠宝玉
石鉴定专家何志红面前，“何老师上
手一看，就说了俩字：二代！”之后的
专业检测，证实了专家的话。“玩了三
年，入手的还是蜜蜡粉和蜜蜡块这
些下脚料的加压品，刺激真的特别
大。”从那天开始她下定决定，一定要
把蜜蜡玩明白了。“近三年烟台对蜜
蜡认识的人开始多起来，很希望能
结识更多本地的玩家。”

文/片 本报记者 陈莹

作为文玩杂项中的一类，蜜蜡自古以来因其蜡质般的色泽、油润的触感、独
一无二的内质，以及华贵的气度受到世界各地收藏家的钟爱。相对于和田玉、翡
翠等大众化文玩，蜜蜡、珊瑚等有机宝石的爱好者还属于小众群体。

近三年来，烟台收藏蜜蜡的玩家越来越多，因其形成年代漫长，再加之资源
稀缺，近几年蜜蜡的价格呈现一路攀升的状况，在白领人士中备受推崇。这种被
称为从远古深处走来的“时间的精灵”，在烟台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齐鲁晚报：网上和民间有很多蜜蜡的鉴别
方法，您觉得哪些比较靠谱？

张文彦：这些鉴别方法有的比较有道理，像
饱和盐水法，也就是将蜜蜡在清水中沉入水底，
在1：3的饱和盐水中蜜蜡会浮起、塑料树脂等其
它材料会沉入水底；切削法，就是用锋利的小刀
轻轻削琥珀的表面，切屑会成粉末状，塑料树脂
能成卷状或片状。而火烧法就注意不能用打火
机直接烧，因为火机的气体本身有化学味道，就
很容易盖住蜜蜡燃烧的味道。以及通过放大镜
观察和乙醚溶解，这些方面都可以，但都各有局
限性，有的还对蜜蜡本身有破坏。

齐鲁晚报：那么作为蜜蜡的新玩家，怎么样
才能保证自己玩的是真的呢？

张文彦：蜜蜡的辨别还是
要多看多上手，天然蜜蜡的那
种宝光是塑料所不具有的，玩
久了看到假货第一眼的感觉
就不对。另外，特别贵重的宝
贝，不放心的可以找有资质的
珠宝鉴定机构或者质量鉴定
中心检验，琥珀蜜蜡做红外光
谱测定可以立辨真假。

齐鲁晚报：在玩家中有句
话，说玩真的不玩贵的，这里
面有什么深藏的规则？

张文彦：我刚开始玩蜜蜡
时，那些资深的玩家就跟我说过
这句话，其实这也指的是那些看
起来漂亮的，这其中就指进行过
优化处理的蜜蜡。优化是珠宝界
认可的处理手段，如果去做鉴
定的话，优化的一般不作任何
标注，可视为天然产品。

齐鲁晚报：优化处理究竟
是怎么回事？

张文彦：蜜蜡的优化处理就
是使用一些技术手段，使它更漂
亮、更坚固等等。比如像热处理，
也就是俗称烤色，它就是通过缓
慢加热，是琥珀或者蜜蜡表面颜
色改变。压固也是一个常用的手
段，通过加压使琥珀蜜蜡更紧
密，提高琥珀蜜蜡的加工性能。
还有一种覆膜，成品表面进行覆
膜处理，加强光泽度，但必须是
无色膜，如果是有色膜改变琥珀
蜜蜡颜色那就不属于优化，属于
处理了。而爆花，通过加热加压，
使琥珀内部的天然气泡爆裂，形
成形态各异的爆花，常见海珀的
红花珀、金花珀和双色珀都是爆
花而成的。

教你如何慧眼识“蜡”

鉴 宝

藏于海底蜜蜡矿的蜜蜡，随着
地质运动被冲到海岸，被称为海漂。

这件雕有关公造型的
波罗的海蜜蜡，重33 . 2g，
是张文彦很喜欢的一款。

这座蜜蜡摆件来自于波罗的海，重27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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