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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主打

99万万买买来来的的““石石头头””竟竟值值110000万万
本报联合山东电视台、曹州牡丹园主办的鉴宝活动，给菏泽市民带来阵阵惊喜

文/片 本报记者 赵念东

“这块玉是我花9万元从一朋友手中买的，竟值100万，算
是捡了一个大漏。”“我错过烟台海选，今天特地来到菏泽海
选现场。”……7月26日至27日，本报联合山东电视台、曹州牡
丹园主办的鉴宝总动员活动，在菏泽曹州牡丹园举行，活动
引来众多收藏爱好者前来。

9万买来的“小石头”竟是玉中极品

26日9时，鉴宝活动正式开
始，一个个包裹严实的宝贝露出
真身，根雕、古钱币、青铜器、字
画等待着专家的把关。

活动开始后，不少藏友听到
自己收藏多年的宝贝为赝品时，
立刻露出沮丧的表情。但也有藏
友满怀欣喜，来自新疆的藏友刘
玉红便是其中一个。

“你收藏的这块玉是和田玉
中的极品，市场参考价值 1 0 0
万。”当专家说出这一数目时，现
场的藏友立马围了上来，纷纷谈
论这块玉的品相。“这不就是一
小块玉，会值这么多？”不少藏友

对此很是惊奇。专家解释，该玉
为新疆和田籽料，无论从色泽、
润度、大小，都是极品。

该玉的持有人刘玉红说，这
块玉是她在2012年花9万元从一朋
友手中购得，算是捡了一个大漏。

“我出生在新疆，而新疆的玉石资
源很丰富，玉石古玩市场很多。”
刘玉红说，她收藏玉石已有10余
年，而玉石知识都是在买卖的过
程中学习的，其中就捡了不少漏。

“我有次在古玩市场收购了40箱
玉石料，只花了2万元。”她说，后来
得知这是一种墨玉，经过加工后，
收藏升值空间非常大。

成武一残疾藏友收藏古钱币20年

27日8时许，距离该日鉴宝
开始还有一个小时，藏友们已经
排起了长龙，身旁则是大大小小
的包裹，里面装着自己珍藏多年
的宝贝。来自烟台、德州、滨州、
威海等地的藏友操着当地口音，
谈论着各自收藏的宝贝，上演一
出“南腔北调”。

倪先生便是一名来自烟台
的藏友，因错过了烟台鉴宝活
动，特地来到菏泽。“我今天带来
的是收藏5年的两件瓷器，它们
是真品还是仿品却不能确定。”
倪先生称，他的收藏生涯已有20
余年，最得意之作便是从古玩市
场淘来的一顶将军罐，但因为高
约70公分，重达60斤而不方便带
到现场。

“快看，他也是来鉴宝的
吗？”在藏友们聚焦的目光中，一
名双手持着拐杖的男子缓慢走进
海选现场。“我家住菏泽成武，3岁
时因患有小儿麻痹而双脚不能走
路，但因为对古钱币的喜欢，几乎
走遍了菏泽各个县区。”倪先生
说，他收藏物品已有20余年，对于
收藏古钱币最为钟情。他在3月30
日《就你不知道 宝贝计划》的一
期节目中看到，有名藏友拿出的2
枚钱币，经专家鉴定，每枚钱币参
考价值20万，而这2枚钱币跟倪先
生自己收藏的很是相似，于是他
带来这3枚古钱币来到海选现场，
让专家鉴定古钱币真假。经鉴定，
其中2枚钱币是真的，一个月后到
济南参加评比。

字画有不少为低仿品

海选开始后，各位藏友们
拿着号码分批到各组的专家
进行鉴定，此次海选现场分
为青铜器、钱币、字画、陶瓷
玉器4组，青铜器组由青铜器
部部长、青铜鉴定专家张颂
斌担当；钱币组由中国铜元
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古玩商
会鉴定中心鉴定师刘春阳担
当；字画组由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燕山书法研究会理
事长、东方书画研究院常务
理事马广文担当；陶瓷玉器

组由美国东西方艺术学会副
会长、山东省当代艺术品研
究院研究员、李冰奇美术馆
馆长李笑涛担当，其中，陶瓷
玉器组人群量最高。

记者在字画组看到，不少
藏友每人带来4至5幅字画，而
按照《就你不知道 宝贝计划》
栏目组规定，数量最多不能超
过3幅。

字画组专家马广文说，今
天共鉴定字画50余幅，其中八
成为当代人仿造。“藏友拿来的

字画中，只有少许家传字画为
真品，其余大部分都是低仿
品。”马广文说，有不少字画看
似老旧，其实是当代人故意做
旧，古人名家的笔墨功底是模
仿不来的。

据栏目组工作人员介绍，
《就你不知道 宝贝计划》活动
从年初开始，已走过济南(2次
海选)、滨州、烟台、德州等9个
城市，而在菏泽是第10次海选。
按照计划，《宝贝计划》活动将
在17地市每个开展两遍。

▲藏友正和专
家进行交流

刘玉红展示自
己捡漏得来的玉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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