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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人物

火眼金睛为珠宝定“身份”

菏菏泽泽““8800后后””小小伙伙的的珠珠宝宝情情缘缘
本报记者 袁慧

2010年，一位名叫赵磊的年轻人
回到家乡菏泽，筹划起了自己的珠宝
创业之路。房子抵押、各方筹集贷款，
在4年的坚持下，他先后开办了珠宝
实体店和网点，用诚信经营吸引了许
多客户慕名来购买放心珠宝。

“80后”的赵磊蓄着胡子，戴着眼
镜，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更显成
熟。接过玉器，几经打量，眼神中透露
出的信息价值连城。国家注册珠宝鉴
定师可谓凤毛麟角，全国仅千余人获
国家注册，在菏泽更是稀缺。

在赵磊看来，单纯鉴定珠宝真
假是枯燥无味的，他想更深一步探
索玉器背后的文化内涵。7月29日，
他的小店里，赵磊向记者讲述他的
创业故事。

人们想象中的珠宝鉴定师，每天被
珠光宝器环绕，眼花缭乱中辨别真伪。优
雅的工作环境下，面对着一屋子的珠宝
玉器，搜寻、鉴别，然后在鉴定单上酷酷
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赵磊诉说的真实工
作场景，很快将记者拉回现实：上班就是
在实验室，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鉴别，
一年下来一个鉴定师要鉴别物品成千上
万。看得眼睛都酸痛，跟优雅更是沾不上
边。

珠宝玉器的鉴定，需要很多严谨的
工续。随着行业造假技术越来越高明，用
来鉴别珠宝的仪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
高端。“这份工作讲究的是准确严谨，简
单机械的流程十分枯燥。”

学的是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专攻
玉器的赵磊，对传统玉器文化产生了极
大的兴趣，2006年还没毕业的赵磊就考
取了国家注册珠宝鉴定师。2007年毕业
后，只身来到广州一知名珠宝鉴定中心
就职。3年的实验室工作，为他积累了丰
富的鉴定经验。“外人看来我们是专家，
在实验室只有真假之分，没有品质好坏
之别。鉴定很简单，鉴赏则需要更广泛的
知识面。”年轻的赵磊并不满足于眼前的
生活。

枯燥的生活没有打磨掉年轻人的锐
气，为了更好地研究玉器，赵磊决定回家
自己开间玉器店铺，维持生计之余，可以
研究了解玉器文化。

2010年回家后，先是在朋
友店里借来柜台，搞玉器销
售。半年后，赵磊抵押掉房子，
筹了30万现金，租来门面准备
干起自己的店铺。

“租房装修花了10万，带
着剩下的20万元来到熟悉的
广州进货。”赵磊告诉记者，

“一块品质上好的翡翠手镯或
者玉佩就要10万元以上，咱只
能从低端做起。”广州一行进
来的物件，带来自己创业的第

一桶金。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身

为鉴定师，自己进货，赵磊也
有走眼的时候。

2012年8月，他来到苏州
著名的观前文化市场进货，市
场路边一摊位上，一块品相较
好的和田玉，留住了赵磊的脚
步。问价格，竟然远远低于自
己的心理估价，再次仔细打
量，他发现虽然和田玉特征明
显，但感觉有可能是假货。这

块玉让赵磊左右为难，店主看
出赵磊左右为难，提出可以先
交200元押金，然后去鉴定中
心开具鉴定证书。

留下电话，赵磊就去了别
家寻宝。当天下午，电话打来，
鉴定证书已经开好。再次来到
这个摊位，赵磊发现鉴定证书
不太对劲儿，店主听闻有些发
火：大热天跑去给你做鉴定，
拿来竟然不相信，人与人之间
的基本诚信还有没有了……

善良的赵磊付了8000元
现款，拿着证书和玉器转身离
开，他拿着手机上网查询证
书，证书编码根本查不到，赵
磊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转身过
后，可能就是后会无期。“买
卖”做成，人家小摊位已经收
拾行李走人，赵磊再回去已经
晚了。“这块玉一直放在店里
没有出手，咱的原则是不卖假
货，留着当做教训吧。”赵磊
说。

诚信经营交心客户

短短几年积累的信誉，赵磊
的小店里，经常有朋友来让鉴定
玉器真伪，他都乐意免费鉴定。

2012年春节期间，一位经
朋友介绍的客人来到店里，拿
着一对翡翠手镯递给赵磊：朋
友说是家中传世的老物件，一

对要60万元，我觉得挺不错想
买，你给看看吧。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
这一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能拆同行的台。人家那边卖
玉器，我这儿真不好开口。”赵
磊说。

几十万元不是小数目，出
于鉴定师的良知，赵磊还是告
诉这位素未蒙面的客人：应该
不值这个价儿，如果你不相
信，可以到济南、郑州的鉴定
中心再去看看。满心喜欢想买
来的手镯，被鉴定师给否定了

价值，这位客人不太高兴，拿
着手镯走了。几天后，这位客
人再次来到店里：多亏了你的
提醒，要不我就亏大发了。

凭着这份良心，赵磊的小
店积累了众多熟客，生意越做
越好，朋友越来越多。

破行规，但守住良知

赵磊正在为客户鉴定珠宝。

枯燥流程

练就“火眼金睛”

之青年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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