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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开门就遇到了真家伙”
鉴宝鉴出真宝贝，但也有花高价买回的假货

两天的鉴宝活

动中，既有真正的宝

贝，也有藏友上当花

高价买回的假宝贝。

鉴定人员专门提醒

市民，不要在小摊、

旅游景点等地购买

贵重玉器以免上当。

翡翠优劣的常识性判定
本报记者 董从哲

在这次鉴宝活动中，记
者发现，很多市民对翡翠这
种玉器有盲目的喜爱，不了
解翡翠的特性和基本的鉴别
常识，因而买到了B货C货，
甚至根本不是翡翠的假冒
货。了解一下关于翡翠优劣
的基本鉴定常识，就能避免
很多花大钱买教训的事情。

低价买不到好翡翠

翡翠是一种多矿物的集
合体，这种中国百姓喜爱的
玉器当然具备几乎不可再生
的性质，因而近年来价格涨
势迅猛。产自缅甸的优质翡
翠价格年年涨，这让越来越
多的普通消费者难以买到低
价好翡翠了。好翡翠动辄数
千数万元人民币，以几百元
买到的东西，都不会有收藏
价值。

A货仅说明没“特殊处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
些市民对买到A货翡翠感到
高兴，认为A货翡翠就是优
质翡翠了。

很多劣质的A货翡翠不
透明、杂质多、底子脏，被人
去掉杂质，为的就是图个“好

卖相”。那种质地黑乎乎、脏
乎乎、发乌、发暗的A货翡
翠，只能卖砖头价。记者在鉴
定现场就看到，一位市民的砖
头料翡翠，两件才花了150元
钱，就是这个道理——— A货并
不见得值钱。

绿色不见得胜过“无色”

“行家看种，外行看色。”
这道理行家都懂，但是商家
的宣传上，往往用绿色的翡
翠大赚其钱，就是利用了外
行市民看色、喜欢翡翠绿色
的心理。

绿色好种的翡翠不是普
通百姓所能问津的，价值不
菲，普通人接触到的绿色品
种翡翠里，大多是牺牲了翡
翠重要的“种水”来换取的，
这并不合算。

市民收藏翡翠最好是玻
璃种和冰种，它们质地幼细、
透明度高、玻璃光泽度强。这
也是玉器冰清玉洁的品质的
最好阐释。玻璃种的翡翠如
果没有任何颜色，行话曰“白
玻璃”，这种原材料加工出来
的成品，是收藏者趋之若鹜的
购买对象。当然，如果配上绿
色，那是顶级翡翠的档次，价格
也就是天价了。

鎏金铜佛价值3万以上

22日，鉴定会一开始，天桥区的
闫女士就带着一个变形的铜镜请山
东省收藏家协会青铜器部部长张颂
斌来鉴定。这件铜镜尺寸较大，背面
纹饰较多，可以看出飞天、神龟、鼠
等图案。闫女士说，这件铜镜是丈夫
用推土机从一家工地上挖出来的，
因此铜镜被铲破了一点，也有点变
形。张颂斌仔细端详后告诉她：“真
不错，今天‘开张’就遇到了真家
伙。”张颂斌认为，这是一面金代或
者南宋时期的铜镜，整体看还是一
件不错的真品。虽然后面的铁环铜
钮锈蚀脱落了，但是其他纹饰还是
比较完整清晰的。“这样的铜镜，应
该是当年的富户大家所有的一件生
活用品。”闫女士对专家的鉴定结果
喜不自禁。

随后，市民李先生带来的一尊
鎏金铜佛像也让张颂斌感觉不错。

“虽然比较小，这尊鎏金铜佛的造型
很有特点，有很明显的开光痕迹，也
很完整。但这尊释迦牟尼佛不是家
里供养的，是那种在大佛寺里摆设
在主佛像旁边的小佛龛里的小佛
像。”张先生认为，这尊铜佛应该是
清代的器物，很有收藏价值。“不要
卖，好好收藏吧，要说价值的话，在3
万元以上。”

15万的“羊脂玉”买贵了

现场来了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的三四位珠宝鉴定师。这里的仪
器鉴定台也是22日上午最忙的鉴定
组之一。很多市民一次鉴定数件宝
贝，甚至将身上戴的饰品也随机拿
出来让专家给看看。
“是硬玉好还是软玉好？”“这块

石头是不是玉？”“是A货吗？太好
了。”“这种翡翠是不是绿色？”……
在鉴定过程中，不少市民暴露出了
很强的收藏意识，但是也暴露出极

差的鉴别意识和能力，这让他们付
出了很多经济成本，甚至让鉴定人
员都感觉“上当太多了”。

一位女市民脸色凝重，拿出一
个和田玉的乳白色手镯给鉴定人员
看。她说这个镯子是她和丈夫从新
疆买来的，当地人告诉她是一种羊
脂白玉，很值钱，他们就信了，最终
以15万元的价格买了下来。“你们看
看，是不是和田玉，到底能值多少钱
啊？”也许她在别的地方已经找人看
过了，脸上的失落感难以掩饰。
“是和田料子，但这件玉够不上

羊脂白玉的档次。15万元买的？上当
太多，就是3万元也买贵了。”

记者看到，虽然很多是不值一
提的劣质玉器或者“砖头料”，鉴定
人员仍然仔仔细细地一个个观察、
鉴定、评述。

鉴定人员现场发放的知识介绍
里，还专门提醒市民，不要在小摊、
旅游景点等地购买贵重玉器，以免
上当。

济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鉴定师正在鉴定玉器。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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