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件古玉

,

在地下沉睡了百年 千年

甚至数千年之后
,

一旦重见天日
,

却一反那种沁痕斑斑
、

疮演满目的常态
,

依然是光泽鲜亮
、

质地剔透
、

玉性盎然
,

全然一副
“

养在深闺人不识
”

的样子 ( 图

l)
,

这种情况
,

我们姑且称之为古玉的
“

温

室现象
” 。

在收藏界内
,

也被叫做
“

不开

门
”

的古玉
。

简单地说
,

古玉在一种基本

脱离外界有机
、

无机物质直接的和经久性

侵蚀的环境下
,

从而较好地保持了玉石的

本来面貌
,

给人以
“

古玉不古
”

的表象
,

其实都缘于其良好的
“

生存
”

环境
,

这种

环境
,

笔者认为大致上相当于物理意义上

的
“

温室
”

环境
。

因此
,

相对而言
,

乏有

氧化物侵袭的外来因素和古玉本身质地的

结构因素
,

是古玉
“

温室现象
”

的成因所

在
。

认识这种成因以及剖析成因后古玉的

种种表现形式
,

对于我们鉴识那些时代特

征比较模糊的高古玉器
,

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
。

需要明确
: “

不开门
”

的古玉
,

并不

等于不对的古玉
。

我们知道
,

任何事物
,

不管其表象如何
,

只要细加探究
,

就一定

会发现
,

在其表象和实质之间
,

总会有一

种内在的联系
。

尽管
,

有时那种联系是细

微的
,

甚至是隐性的
,

但毕竟能透过那些

细枝末节的表征
,

来找到事物的内在规

律
。

对于
“

不开门
”

的
“

温室现象
”

的古

玉的辨识
,

也是如此
。

因此
,

络裂
、

玉变
、

材质
、

皮壳
、

沁痕
、

工艺
、

风格… …凡此

种种
,

都有可能成为探寻
“

温室
”

古玉真

迹的途径之一
,

此所谓
“

一叶而知秋
” 。

这

里
,

笔者就一些具有典型
“

温室现象
”

特

征的古玉鉴识谈谈粗浅体会
,

并且与同好

探讨
,

旨在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意见
。

,
.

绪裂识真
。

处于温室状态下的古

玉
,

绍裂是一种常见的表现形态
。

大部分

情况下
,

结裂可以同时出现在具有严重钙

化及深度受沁的古玉中
,

但也有不少例外

— 在一些质地精良而干净为吉的古玉身

上
,

结裂
,

已经成为鉴识真品的主要特征

了
。

以图 2 为例
,

一件历经三千多年的商

代玉戈
,

虽然从玉表上已很难反映出岁月

的沧桑
,

但只要细加端详
,

可以发现
,

是

器身的络裂确认了它的年代和身分
。

当

然
,

作出确定的结论诚然需要全方位认

识
,

但在通常情况下
,

对于一件时代久远

的古玉
,

即使它有时表现得那么
“

青春亮

丽
” ,

我们还是能够在它的器身找到一丝

一毫或显现或隐晦的古老的皱痕
。

此件玉

戈
,

虽然粗看新亮
,

但器表晕散均匀的灰

白色沁斑基本能看出古韵
,

而器身那一线

隐约可现的缴裂
,

更是成了断代的一个有

力佐证
。

因此
,

无规则的
、

自然的
,

并且

浸润着深浅不一沁色的结裂现象
,

可以认

为是古玉的特征之一
。

重要的是
,

这种不

规则的线状结裂
,

是现代人无法以硬物人

为击打而形成的 ! 它一定是在具有一定的

温湿度
、

压力和时间的作用下形成
。

并且
,

如果要进一步观察络裂的性状
,

它可能是

比较明显的裂痕 ( 如图 3 )
,

甚至是严重的

裂口
,

但更多的则可能仅仅是一条细微而

隐约的裂线
,

甚至裂点
。

要知道
,

它不是

一种伤残
,

它是历史所留下的印痕
。

需要

说明的是
,

络裂
,

它对于一些古玉素器的

辨认显得更为重要
。

2
.

玉变识真
。

与结裂一样
,

玉变的成

因
,

同样是因为地温地压的因素起了重要

作用
。

经久的地质外在作用
,

加上经久的

年代
,

使古玉渐渐改变了自己的
“

本色
” ,

形成玉变 ( 或称质变 )
。

玉变虽然也是一

种受沁现象
,

但所不同的是
,

玉变是一种

由内及外的结构变化
。

因此
,

玉变可以缺

少一些受沁的表面征象
,

而质地的变化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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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主要特征
。

图 4
、

图 5 均为商代晚期玉器
,

我们看到
,

在它们的身

上
,

器表滑腻光亮
,

几乎找不到一丝蚀斑
,

如果将器件阴线中朱砂洗

刷
,

还有谁能相信它们竟然已经沉睡了几千年 ? 但如果仔细观察
,

便可

发现
,

除了器形特征之外
,

这两件古玉共同的特点是
,

玉质的色泽产生

了一种微妙而均匀的变化
。

图 4的兽面玉饰
,

边缘渐显泛白而透亮
。

图

5的兔形玉佩
,

则见褐色沁痕直入玉里
。

这种形态
,

便是玉器晶体结构

性变化的结果
。

而哈是这种形态
,

会使一些犯有
“

经验主义
”

的古玉藏

家或专家常常走眼
,

以为古玉的器表
,

必定唯蚀斑或钙化而是认 ! 那实

在是一种误解
。

须知
,

古玉之为
“

古
” ,

有时并不仅限于我们认识范围

内的表象
,

其表现形式千姿百态
。

可以认定
,

有些古玉
,

因地域条件不

同所引起结构成分的改变
,

确实会存在
,

因此
,

即使它以别一种
“

崭

新
”

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

也不足为怪
。

这里
,

对于质变古玉的识别

似乎也有
“

门
”

可入
,

那便是
,

透过质变后色泽晕散而又过渡自然的玉

色
,

看是否与玉器本身所呈现的原始玉质浑然一体
,

这种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的观察点
,

便是我们鉴辨质变古玉真腰的关键
。

3
.

材质识真
。

我们知道
,

古玉的取材是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

的
。

自新石器时期始至两汉
,

以殷商为界
,

之前用玉非常杂揉
,

且以各

种地方玉居多
。

商周以降
,

则基本以和田软玉为主
,

间以大量各色杂

玉
,

用玉益显丰富多彩
。

至战国两汉
,

和 田玉的使用达到顶峰
,

一直沿

袭至今
。

这条古玉的使用脉络
,

几乎已成常识
。

但是
,

事物总是既有它

的普遍性
,

也有它的特殊性
,

就古玉材质而言
,

除了对每一时代用玉特

点有个比较清晰的整体轮廓外
,

也要对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用玉材质有

个基本的了解
。

因此
,

材质识真
,

就是要求我们能够以历史学和矿物学

的标尺
,

正确地认识古玉的材质特点
。

图 6 是一件西周晚期玉器
,

这件

被称做为
“

玉替首
”

的古玉
,

在没有明显的沁蚀痕迹和标准器可以比

照的情况下
,

材质的特征就成了主要的辨识依据了( 当然同时结合其他

一些微观识别 )
。

笔者认为
,

此种温润而又色泽柔和的浅黄或略带青黄

的玉材
,

是新石器时期尤其是红山文化以来常用的材质之一
:

从材质
、

颜色
、

光泽等方面参照来看
,

可以肯定
,

没有什么类似的矿物质可以与

之比拟乱真
。

无独有偶
,

同为西周玉器
,

图 7 则应该是新疆和田软玉的

一种
,

这种略带灰白
、

玉表润泽
、

质里遍布芝麻状墨点的玉材
,

恰恰是

商周至两汉时期用得较多的玉石种类
,

因此
,

虽然看上去它是那样的新

亮和干净
,

但时代独有的取材特点就可以识别它的真实
“

年龄
” 。

可见
,



沁色与玉材的表皮
、

与玉质内部的杂质
,

以及与通过现代人

化学或物理处理后

的形态
,

往往会形

成障眼
。

恰恰是千

变万化的沁色
,

有

时造就了变幻莫测

的陷阱
,

使你不能

不觉得
,

面对缤纷

的古玉世界和眼花缭乱的作质手段
,

经验

有时会显得多么的苍白 ! 对于处于
“

温

室
”

状态下的古玉
,

更是如此
。

只是
“

规

律
,

总是存在于任何一个事物的范围之

中
” ,

尽管沁色辨伪是如此地复杂和不确

定
,

但长期的考古研究和收藏实践
,

也证

明了某些典型特殊的沁痕形态
。

以
“

叶脉

状纹
”

为例
,

如本文的图 10
、

图 n 所示
,

当我们看到这些貌似新净的古玉
,

玉表呈

现不规则的
、

渗入质里
、

密集而又疏朗有

致的网状灰白色线痕
,

如叶脉一般
,

星罗

棋布般附着于器身
,

可以肯定
,

那同样是

金以百上
,

旱涯
一

材反识具 田本钡 l可砰 细微质变寺寺符证
,

对士胖芳lJ力卜些纯净尤 古玉历经沧桑的一种印记
。

这样的沁痕
,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瑕的古玉 ( 图 9) 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其干净利落的脉纹
,

是岁月作用于疏密不

4
.

皮壳识真
。

通俗地说
,

皮壳就是玉 义
。

因此
,

皮壳识真
,

就是从玉器的表面 一的玉质晶体的结果
,

是自然生成的古韵

器表面的氧化膜
。

古玉长期埋于地下
,

其 现象来判断古玉的真假
。

但表面现象有时 旧气
,

而非现代任何能工巧匠所为
。

遇到

表面与土壤发生反应
,

必然会生成一种雾 往往会混淆人的视线
,

因为玉质的新与 这样的沁痕
,

识真的概率就一定会多些
。

状灰皮
,

形成氧化膜
。

氧化膜覆盖了玉表 旧
,

工艺的古与今
,

时代的久与近
,

常常 因为
,

就目前而言
,

自然状态下的
“

叶脉

层
,

于是便被形象地称之为
“

皮壳
” 。

任 就在微观揣摩的一毫一线之间
。

显然
,

皮 纹
”

沁痕
,

它应该是真品保险系数较大的

一玉器
,

即使长久地处在一种良好的地理 壳识真对于时代风格不甚鲜明的习目典型性 标志
。

这种迹象
,

对于识别高古玉器尤其

环境而不是存在于真空中
,

随着时空距离 古玉
,

其作用更是不可忽视
。

掌握了这样 是新石器时期的地方古玉
,

不失为一种可

的拉大
,

其表面必然会越来越鲜明地留下 的要义之后
,

对于那些光泽炫目
、

玉表浑 资借鉴的方法
。

一层含蓄而光泽柔和的氧化膜
,

即通常所 浊
、

质地粗劣
、

色彩暖昧的所谓
“

古玉
” ,

6
.

工艺识真
。

一些玉质纯净
、

器表光

说的皮壳
。

生坑玉器的皮壳
,

由于其氧化 就应该非常值得我们警惕了
。

洁
、

色泽温润的古玉
,

细察其工艺手法
,

膜未受一点风化破坏
,

因此可见白白的灰 5
.

沁痕识真
。

沁色历来是古玉鉴识 对于鉴辨和断代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皮如一层薄膜一般匀称地覆盖在古玉表面 的手段也是构成古玉审美内涵的重要因素 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

会在琢玉工艺上留下

( 图 8 )
。

常见的皮壳形态为
:

灰白色
、

薄 之一
。

对此
,

在古玉研究圈及收藏界内
,

深刻的烙印
,

这种烙印
,

是前人无法超越

膜状
、

玉表滑腻
、

腊状光泽
、

与玉质浑然 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流传于世
。

但 和后人无法改变的
。

图 12 是一件商代晚
-

刁本
. · ·

…只有同时具备了这样多种器表标 遗憾的是
,

由于古玉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 期的牛首形玉佩
,

但它干净
、

清亮
,

显然

识的古玉
,

才可能是真的
。

当然
,

也有的 自身结构的多重性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古 长久地受到了大自然的宠爱
,

除了形制的

古玉皮壳并非如此典型
,

但是
,

薄膜状
、

玉的沁色虽然多彩丰富
,

但至今未能给我 特点之外
,

它实在并不显得那么
“

古老
” 。

玉表滑腻
、

腊状光泽
、

与本色融为一体的 们留下一个确定的模式
。

比较为难的是
,

而它的历史
,

则洽恰体现在它那个时代鲜

惑、、采叩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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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雕琢工艺上 : 减地浅浮雕
、

打洼叶状耳
、

斜
“

新
” ,

但它的风格特征比较明确
。

这是一私

刀折铁线
、

臣字眼
,

以及略显粗糙的原始的打磨 玉剑格
,

从整体看
,

其器形规正
,

构图严谨
,

痕迹等等
,

都集中地体现了殷商时期典型的工艺 面及勾云纹饰协调 ; 从微观看
,

其线条流畅
,

特色
。

因此
,

面对它的
“

新
” ,

你无法否定它的 刀利索而富有力度
,

连网格纹
、

双阴短线摆

,’ I日
” ; 面对熟稳老道的晚商工艺

,

你无法断其为 助纹饰都表现得一丝不苟
。

这种风格
,

正轰

那个时代之外的玉器
。

同样
,

图 13 之西汉玉蝉
,

备了汉代玉器最典型的特点
,

在宋
、

明以后
,

一流的质地和一流的白度
,

完全可与当代新玉一 有同样的器形出现
,

但决不会有一样的气 1

比亮丽
。

而锋利的轮廓
、

干净利索的刀法
、

流畅 图 15 则是一件风格特征比较含糊的玉器了
,

的线条和张扬突显的头部
,

这些手法构成了西汉 没有相应的
“

标准器
”

可以用来借鉴
。

但崔

琢玉的基本特征
。

因此
,

在你面对一件
“

不开门
”

细辨析
,

还是不难看出玉器本身所提供的巨

的古玉而仿徨 的时候
,

工艺会站出来替它们
“

说 信息
:

从器形看
,

鉴于商周先人的鸟崇拜意

话
” 。

可以看出
,

古代琢玉
,

从开片
、

刀法
、

钻孔 因此以鸟为题材的玉佩比比皆是
。

相比而
-

到打磨
,

每种工艺都凝结着特定时代的先人们智 殷商玉鸟比较写实
,

而勾嚎
、

团身
、

头饰先

慧的结晶
。

只有深入地了解并研究具有时代特征 及卷云纹饰
、

减地圆型双目等风格的凤鸟
,

的各种工艺手法
,

才能将前人的智慧结晶变为自 为西周时期所常见
。

如果再从玉质 (常见郁

己的鉴识本领
。

而有了这种本领
,

你才能在收藏 闪石青玉 )
、

线条 (婉转流利如一气呵成 )
、

青状及市砰上乙寺万回进仃际甘荆

或鉴辨实践中对于那些贸然的放弃敢 于说 断
,

那么
,

毫无疑问
,

西周的风格特征便愈益明显了
。

把握古玉风格
,

就等于
“

不
”

! 把握了识真断代的证据
。

出土物是如此
,

传世的玉佩也是如此
。

7
.

风格识真
。

古玉时代风格的认定是以大量 长期以来
, “

温室现象
”

的古玉由于具备了
“

不开门
”

的特点
,

因此在交

的出土考古玉器为基础的
,

因此
, “

标准器
”

成了 流过程中常常备受冷遇
,

造成遗珠之恨
。

这并不奇怪
,

正说明古玉鉴定这门高

古玉断代鉴别的主要依据
,

但必须看到
,

并不是 深莫测的知识
,

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去探讨去研究
。

当然
,

探寻
“

不开门
”

所有的古玉都是可以以
“

标准器
”

来比照的
。

常 古玉之门
,

其方法并不仅限于笔者所述
,

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才

常发现
,

不少新见古玉
,

尤其是那些质地上佳的 是解读古玉之谜的根本
。

须知
,

对于任何一个古玉收藏和研究者来说
,

如果凭

出土或传世古玉
,

形制特别
,

纹饰怪异
,

而时代 借自身有限的知识和缺乏科学态度的定势思维
,

将鹰品不负责任地断为真品或

风格相对模糊
,

如果没有相应的考证依据
,

恐怕 者将真品草率地断为腰品
,

都是对先人视为圣灵的玉器的袭读
。

而真正的古

很难做出定性的结论
。

对于这样的
“

温室
”

状态 玉
,

不管它是
“

开门
”

的还是
“

不开门
”

的
,

其实都是会
“

说话
”

的
。

如果你

古玉
,

最好的鉴识方法就是善于通过表象所呈现 能理解这种
“

语言
” ,

那么
,

当你在端详它琢磨它鉴赏它的时候
,

它同样会与

的种种蛛丝马迹
,

去捕捉隶属于那个时代点点滴 你
“

对话
” 。

肠 ( 责编
:
王兰芳 )

滴的风格特征
。

如图 14
,

因玉质太佳
,

看去太 ( 注
:

本文图片均选自古方主编的 《中国出土玉 器全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