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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园园 于悦

“如果之前是一百度，
现在也就三四十度”

成立于1992年的济南英雄
山文化市场，起初只有27个业
户，主要经营图书生意。邵峰的
店就在这里，其经营内容的变
化是英雄山文化市场的一个缩
影。

“原先是做图书，最好的时
候，疯狂英语在山东的总代理
就是我。”邵峰说，之后电商兴
盛，图书的生意不好做了，他的
店转型成为玉器店。而现在，在
邵峰的店里，靠墙的架子上摆
放着玉质装饰品，两侧的柜台
上则摆放着菩提、小叶紫檀、崖
柏等文玩手串。还没卖完的疯
狂英语则被高高地置于书架之
上，满是尘土。

“2012年开始卖手串，之前
生意一直很好，从去年起手串
生意变得冷淡。”邵峰的妻子朱
美玲说，刚开始卖手串，她什么
也不懂，市场上什么卖得好就
进一些，而现在，似乎什么都卖
不动了。

邵峰说，尤其是在去年股
灾之后，经济不景气似乎影响
了各行各业，尤其是这种“花闲
钱”的行业。“对面的玉器店两
个月没开门了。”当天已过中午
时分，邵峰只开了一单。

不止邵峰一家，今年以来，
英雄山文化市场卖文玩手串的
店越来越少。老贺同样是在
2012 年跟着大浪潮开了家文
玩店，他今年感觉“这行已经到
头了”。打拼四年，他挣了不少
钱，但脱身出来时却背负债务。

山东省文物保护与收藏协
会的马建国说，“如果之前鼎盛
时期是一百度，现在也就三四

十度。我有一个朋友之前是做
蜜蜡手串的，现在也不行了。他
的店光装修就花了两百万元，
如今却面临着关门。”

“灭绝”的崖柏“复活”
价格遭爆炒后暴跌

2012年全面火热升温，之
后每年手串市场上都有那么几
样文玩堪称当年爆款。能迅速

“走红”的手串大都靠新的噱头
来推高热度，在玩家还没搞清
楚新概念之前，已经被暴涨的
价格打晕在市场中。

作为浪潮中的“弄潮儿”，
崖柏算是个典型。崖柏被炒高
之初噱头十足，“1998年世界保
护联盟公布的名单中，崖柏被
列为已经灭绝的中国特有山中
植物之一。这种‘灭绝’的物种
最近却‘复活’了，近年在重庆
发现数个崖柏野生居群。”

潘玉梅推测，“这肯定是市
场上游的人在炒作。”“到了我
们下游的人手里价格就很高，
还不容易卖出去。”老贺坦言。

没有文化作为支撑的手
串炒作，泡沫破得也快。“崖
柏之前都在三四千元，现在
跌到几百。”蒋先生分析，“崖
柏在历史上从未受到认可。
名贵的材质都有非常深厚的
文化底蕴，如沉香的历史可
推到唐朝以前，小叶紫檀在
明清时就被用在皇宫里。崖
柏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
是一股风被炒起来的。”

“发现一种新的材质，在市
场上强调它的噱头，由于原料
便宜，价格炒上去之后，利润空
间就很大。”蒋先生说，正是由
于这样的原因，济南市场也经
历了一段时间的疯狂。“有段时
间，济南山上的拓木被大量砍
伐，甚至有人挖灌木树根做手

串。”蒋先生说，这些行为都是
受炒作稀有材质心理的驱动。

“拓木只是区域性的树种，其价
值很难判断。”

淘籽的人增多
需求却逐渐萎缩

2012年，潘玉梅在七贤文
化城开了一家卖菩提的文玩
店，从通货慢慢过渡到精品手
串文玩。潘玉梅说，那时菩提在
济南文玩市场上刚流行，“一开
始我在朋友的推荐下进了几百
块钱的菩提手串，一条十块钱，
没想到很快就卖光了，三天两
头就进一次货。”

同邵峰遭遇相同，潘玉梅
没想到市场遇冷会如此迅速，

“我前年进的货今年也没卖出
去，便宜些的就只能送人了。”
潘玉梅感受特别明显的是，不
仅各类手串文玩价格在下降，
而且“越便宜越卖不出去”。

朱美玲也说，这两年各种
手串的价格可谓遭遇“滑铁
卢”。星月菩提原先两三百一
条，品相好的上千，现在也就一
百块，甚至几十元就能拿到手。

“十瓣的金刚菩提原先都得上
万元，现在也就七千多。文玩核
桃原先四五百一对的，现在一
百元就卖。”

对于手串价格的下滑，
深潜于这行的手串爱好者深
知其道。“2010年前后，谁要
是身上挂着串星月菩提，再
配上一个象牙佛头，那就感
觉老名贵了。可现在满大街
都是，谁还要啊。”老贺说。

“前几年手串热得太疯狂，
有的人去海南淘菩提原籽，原
先都没人要的原籽，热的时候
也得一两百元一个。”文玩爱好
者蒋先生说，虽然济南这样逐
利的人不多，但是淘籽的人越

多，上游供货的文玩数量激增，
而伴随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市
场渐渐萎缩，这必然导致手串
价格大降。

老贺说，矿石类的手串价
格相对稳定，因为其具有不可
再生性，倒是一些木类手串，价
格极易受到供求影响。

真蜜蜡每克几千块
市场上98%都是假的

在马建国刚开始收藏手串
时，普通的菩提基本都几块钱
一串，但从2010年开始升温后，
价格从几十块到了几百块，老
的菩提能达到几千块。“市场一
大，很多造假的东西也出来了。
有的是塑料压成的，有的是以
次充好的，这些商家把市场做
乱了，我作为收藏者感到很失
望。”马建国说。

马建国认为，最近文玩市
场有所降温，重要的原因就是
造假者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打
击了消费者积极性。“很多人不
懂，只有满腔热情，看着别人玩
手串他也想玩。贪图便宜，买回
来时间一长觉着香味怎么不足
了呢，还掉颜色，甚至把衣服都
染了。”

马 建 国 称 ，在 2 0 1 2 到
2 0 1 4年间蜜蜡风靡大街小
巷，当时很多打工仔手上都
戴着蜜蜡手串，一问才知道
一两百块就能买一串。“蜜蜡
本来是古时一些树产生的胶
体形成的，原产于波罗的海
一带。这些胶体到了海里后，
经过千年的石化成了蜜蜡。
真正的蜜蜡手串，价格每克
在几千块钱以上。”

“蜜蜡非常容易造假，如今
市场上98%的蜜蜡手串都是假
的。”马建国说，市场上很多假
蜜蜡，连商家自己都搞不清楚。

“他们从批发商那里买来的原
料本身就是假的，25块钱一克，
他卖30块一克，再往外批发。”

普通手串市场混乱
好东西还是不愁卖

2012年，文玩爱好者张先
生离开股市，入了手串文玩这
一行，半收藏半投资，如今也累
计经手了几百条手串，加起来
价格上百万，且偏向高端材质。

“我从不玩普通的，普通手串市
场比较混乱。”

张先生称，从2012年到现
在，他玩的高端手串的价格至
少升值三到五倍，个别甚至升
了十倍，如海南黄花梨和新疆
和田玉。“好的东西一直在升
值，尖端的东西只要想出手就
会有大玩家找上门，偏下等的
一直在降价甚至无人问津，卖
也卖不掉。”

如今，普通文玩店主的利
润空间越来越小。那么，他们如
何面对逐渐萎缩的市场？如今，
许多文玩店主纷纷弃店经营，
转为工作室模式，或在微信朋
友圈中做些销售。“前几年我那
店铺年租金50万元都抢着租，
现在20万元都没人要。”英雄山
文化市场一店主说。

为了适应市场，如今马建
国打造了一个香道馆，不对外
经营，平时只有收藏爱好者和
朋友来鉴赏。他们协会的成员
也通过办民间博物馆、国粹大
讲堂等方式，普及手串鉴定方
法，告诉大家一些收藏的误区。

对于文玩市场日趋冷静的
局面，也有人认为这才正常。蒋
先生说，“本来这就是个小众行
业，玩手串反映的是社会状态、
人们的心理状态。承载着文化
符号的手串，更应该体现人们
宁静的内心。”

以前上千元的星月菩提如今只能卖几十块钱

两两百百万万装装修修的的手手串串店店要要关关门门了了
如同股市一样，文玩市场也经历了一场暴跌。经历了不到四年的繁荣，济南市场上的手串价格遭遇断崖式下滑，生意惨惨淡。手串市场在供给增多、假货

扰乱、炒作等原因共同作用下，恰似被迅速吹大的泡沫。如今，泡沫已经破裂，曾经繁华的手串市场又将何去何从？

在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很多文玩摊点目前生意清淡。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近期，除了手串市场遭遇
“滑铁卢”，文玩核桃市场更是大
幅跳水。“大量嫁接核桃的出现，
让文玩核桃产量猛增，稀有品种
也变得常见了。”英雄山文化市
场中经营文玩核桃的老周说，济

南的核桃主要来自北京郊区、河
北涞水县等地，每年入秋他都会
去河北的山区，承包数棵品种不
同的核桃树，原先的文玩核桃大
多是野生，而现在嫁接品种或人
工培育的品种却越来越多。“嫁

接出来的核桃虽然产量上去了，
但是品相却不好。”老周说。

“东西多了不稀奇，价格自
然下来了，但是真正品相好的文
玩核桃还是难碰到，真正碰到了
价格还是低不了。精品依然有保

值增值的可能。即使现在生意这
么不好，我一天也能有个几千块
钱的单子。”老周拿出了前一日
的单据，有一笔六千和几单数百
元的交易。

本报记者 唐园园 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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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的大量出现

文玩核桃不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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