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
也许是人们不愿意听到的话题

,

但

却又是摆在我们面前毋庸置疑的

一个现实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世俗化

倾向
,

已经毫不声张地渗透到了艺术品收

藏领域的各个角落— 古玉收藏也不例

外
。

这种现象集中地体现在时下古玉价格

与价值的严重背离以及古玉与新玉价格出

现严重反差的事实
,

显示了国人在古玉收

藏认识 卜的浮躁
、

急功近利和文化底蕴严

重不足的现状
。

这种现状日渐为世俗认同

并影响市场
,

更足以导致古玉价值观的畸

形态势以及在收藏方向的失衡和混乱
。

一 、

伴随着奢靡之风的日渐盛行
,

古

玉的文化载体几成
“

鸡肋
” , “

以玉比德
”

的尚玉精神受到严重挑战
。

一个很显见的

现象是
,

古玉的价格已不再是其自身各种

价值因素的真实体现
。

因此
,

价格只是一

种直观的
、

有形的
、

赤裸裸的金钱交换
,

而那些无形的价值内涵 (比如社会的
、

历

史的
、

文化的价值 ) 已经完全从价格定位

中被剥离开来
。

从近年来各种规模不一

的拍卖活动和民间交易的结果看
,

在可

资借鉴的实例中
,

以明清玉为主打的近

代玉器 (图 l )
,

其价格已远远超过了汉唐

乃至更久远时期的古代玉器 (图 2 )
。

其中

重要的原因之一
,

是人们对于玉器的热

爱
,

仅仅满足于一种祈富求安的时尚追

求和物质炫耀
,

而对于远古玉器所承载

的深厚博大的文化内涵
,

却早已失去了

关注的兴趣和拥有的欲望
。

能不能这样

认为
,

这种看似寻常的表象的背后
,

在某

种程度上同样反映出商品化社会特征下

一部分国人浮躁媚俗的心态和文化底蕴

的先天性不足? 以 2 0 06 年底某地举办的

一次玉器拍卖会为例
,

一件清碧玉大媛

的拍出价为 80 万元
,

一件清十二章纹圭

璧拍出价为 15 0万元
,

一对清白玉立像更

是拍出 22 0万元的高价
。

而同年国内某著

名拍卖公司举办的中国玉器专场春拍中
,

成交价格前十名却都是清一色的清代玉

器
。

与此同时
,

高古玉价位则是低迷如常
,

有的甚至出现了跌价倒退的现象
。

一位藏

家慨叹说
,

他于三年前以 8万元人民币拍

得的一件战国玉器
,

目前已经跌到 6
.

8万

元人民币的行情
。

显而 易见
,

古玉与近代

玉器的价格落差已经远远超出了玉器本身

所具备的应有的价值因素
。

这种不同时期

的古代玉器在时下人们实际生活中的接受

状态与价值判断结果
,

有着非常明显的功

利化因素
。

在人们的心目中
,

古玉已经等

同于一件进入市场后普通的世俗化商品
。

在它身上
,

那种深刻
、

神秘
、

威严的巫神

及帝王之气
,

已经在那种热闹的物钱交易

中荡然无存
。

对于它们
,

一部分人退避三



舍
,

是因为再也无法领悟在它们身上所透

露的灵气和精神
,

是因为看不懂真鹰读不

懂意蕴
;

一部分人漠然
,

是因为追求的是

时尚而内涵反而是一种廉价的东西
。

当

然
,

也有一部分人会接受它们
,

但大致是

因为受了潮流的推动或者多少在投资上存

在着一种投机的心理— 曾经看到偶尔创

造过不菲的拍卖纪录的一些古玉
,

在短短

的几年时间内被不断地在各个拍卖场轮番

叫卖
,

虽不失为一种投资运作方式
,

但也

应该是此种现象的最好注脚
。

而这种注

脚
,

是一种急功近利式的投机作业
,

并不

能为提升古玉的价值带来任何积极作用
。

炒作只是种获名获利的手段
。

古玉的珍

贵
,

贵在其神圣
、

庄严和深邃的政治
、

宗

教和美学色彩以及物质成果的不可再生性

上
。 “

王执镇圭
,

公执桓圭
,

侯执信圭
,

伯

执躬圭
,

子执谷璧
,

男执蒲璧
”

(《周礼
·

春官》 )
,

在其时
,

显示不同形制与规格的

玉器
,

代表了不同的爵位等级
,

本身就具

备了不同的价值象征
。

而
“

君子比德于玉
”

慢消失
,

从而日渐成为财富领域的宠儿和

金钱的奴隶
。

在鹰品遍地的所谓
“

艺术品

市场
” ,

玉器交易则显得空前的活跃
。

古

玉自然不在其下
。

在这种空前活跃的交易

中
,

财富的诱惑理所当然占了主导性地

位
。

因此
,

将古玉与艺术品放在一起论说
,

在许多人眼中也变成了一种扯淡
。

这种状

况所形成的直接恶果是
,

古玉的文化属性

和艺术属性越来越被疏离
,

而且日益遭受

着严重的褒读或糟蹋
。

人们对于古玉的喜

好
,

只是兴趣于变通为金钱的能量— 固

然也有对于美的关注和欣赏的情况
,

但那

种关注与欣赏
,

主要也是建立在它能带来

更多的金钱兑换空间和升值潜力的基础

上
。

在如日中天的古玉收藏界
,

据说生坑

玉器的交易价格要比熟坑的高 3 0%左右
,

而那些因为反复盘玩又不断传承而慢慢缺

失了年代信息或改变了古旧痕迹的真古玉

器
,

在玉商眼中往往因为其
“

不开门
”

而

又遭到冷落或鄙视
。

其原因盖缘于此
。

在

古玉收藏与交易界
,

除了有真与鹰的区别

(即所谓
“

开门
” 、 “

不开门
”

之说 ) 也有

非常明显的价格差异
。

有些器型奇巧而无

法以标准器比照
,

或者质佳
、

地域条件好

而沁色单调
,

或者赏玩有年而使真古信息

改变等等的古玉
,

少有人会珍视它们奇美

和别致的艺术内涵
,

更不去探究它们的信

息奥秘与非同一般的表里美质 (图 3 )
,

若

是流传于世间
,

便极易为藏者或商人所蔑

视甚至被无情地打入冷宫
。

这种人为的冤

假错案
,

无疑是对古代文化的另一种扼

杀
。

显然
,

在一个
“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

的社会里
,

将古玉作

为纯粹的金钱交易
,

被视为天经地义
。

因

此
,

容易为世人认可了的古玉才能容易变

成金钱
,

这也便成了业内通行的硬道理
。

这里
,

表象的真实是决定含金量的因素
,

而内涵已不再重要
。

这样做的好处当然走

到了一条捷径— 不用耗费力气而能得到

真品
,

并且具有相当的保险系数
。

而坏处

则在于玩玉变味成了只玩金钱
,

全然忽略

了其中足以陶冶人性情的精神因素
,

并



捧而创造出惊人的价值纪录
。

四
、

部分媒体的非常态

而当代琢玉 大师的一些作品
,

渲染和庸俗化恶炒
,

促使人

也常常以天价之值成为耀眼的 们的投机心理空前膨胀
,

玉

亮点
。

据说某些大师的玉牌雕 文化的普及无法摆脱金钱的

琢的工价
,

已经从几年前的三 浸染
,

古玉收藏的理念日益

五千元单价而毗升到万元甚至 走向偏狭
。

近几年来
,

从中

数万元之上
,

有不少还出现了 央到地方
,

各种鉴定和与之

供不应求的状况
。

有报道沪上 相关联的媒体宣传活动
,

对

某玉雕大师雕刻的白玉仔料牌 于传播古代艺术品的历史与

饰
,

从前两年的售价每块仅为 文物价值
,

普及文化与美学

4 万一 5万元已经急剧涨至每 常识
,

激发人们热爱华夏文

块 2 0万元之多
。

北京的一家拍卖公司在 便成了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

举例说
,

一 明
、

探求科学精神等方面
,

无疑都起到了

2 0 0 5 年春拍中推出的一件现代玉雕大师 件马背上爬着一只猴子的玉佩
,

除了因取 划时代的作用
。

但不能不看到
,

正是这种

的作品
“

吉祥如意
”

更是拍出了 88 0万元 其谐音而让人生起
“

马上封侯
”

的那种祈 一哄而上的无节制的热潮
,

以及某些媒体

的天价
。

不可否认
,

在令人神迷目眩的近
、

求升迁的俗不可耐的联想外
,

还会有哪些 在导向和定位上的问题
,

同时使人们的浮

当代玉器作品中
,

自然不乏质佳
、

工精
、

更深的底蕴值得人玩味? 还能让人激发出 躁
J

心态空前活跃
,

而投机
J

心理也愈益膨

题材新颖
、

构思奇巧的优秀作品
。

但就总 更美的联想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而反 胀
。

一些媒体不惜黄金时间或黄金版面
,

体而言
,

纵观这些无论是明清或新时代的 之
,

一件即便是现在看来普通而玉质又不 纷纷设立专题节目或专栏
,

宣传艺术品投

那些
“

大师
”

玉器
,

除了在材质上以和田 是那么讨人喜欢的汉代或者年代更久远的 资的知识
、

理念和技巧
。

古玉 同样占了重

玉为主流以致无可挑剔外
,

其剩下的价值 玉佩
,

它让你所看到的
,

不仅仅是古朴
,

要的一席之地
。

一些长期潜心 于文博及考

也许大致体现在工艺水平的进步和琢磨的 而是凝结了更多更深刻的历史
、

社会
、

文 古的专家学者
,

也纷纷从书斋中走了出

精巧 t :
。

一句话
,

就是
“

手艺
”

的 P K
。

若 化
、

美学内涵值得你去探索或玩赏
,

它会 来
,

走进各种媒体镜面和鉴定现场
,

在履

以立意或艺术创意而论
,

则已经很难找到 带你到更宽广的思维领空
,

让你去体味历 行着知识传播的任务的同时与人们进行零

新意迭出的时代特点和创造天才
,

更多 史
、

体味文化及美
。

那件距离我们那么遥 距离的交流
。

这一方面固然是改革开放以

的
,

是程度不一的衰落或倒退
。

但这种现 远和陌生的占代玉器
,

它采用了什么样的 来莺歌燕舞盛世时势的最好体现
,

同时也

状
,

其所以能成为玉器交易的主流
,

恰恰 材质和工艺? 它的使用对象属于哪 一个等 让历史与艺术从高深的殿堂中走进了民

是因为它完全迎合了人们对于玉器赏玩的 级? 它的题材的时代意义是什么? 它的风 间
,

对于现实的文化熏陶和娱乐人生都有

世俗化要求
。

在这个极为普遍的事实背 格特点是如何体现的 ? 等等
。

总之
,

它不 着毋庸置疑的影响
。

但遗憾的是
,

占玉与

后
,

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非常流行的古玉收 仅仅是一件玉器
,

它是一个让你永远去思 其他一切古代艺术品一样
,

作为一个博大

藏取向
:

唯
“

白
”

是求— 质
“

白
”

当然 索永远去咀嚼的谜团
。

这个思索和咀嚼的 精深的学科门类 (图 5 )
,

却并不能因为通

为其一
;

而玉器的题材
、

内容
、

主题等等 过程
,

便是你在对于一件古玉的欣赏中得 过这种简单直观的媒介形式而能达到其应

通俗明
“

白
” 、

口采吉利而一 目了然也是 到文化的陶冶和美的享受的过程
。 “

玩赏
”

有的效果
。

也就是说
,

在 一个文化准备尚

人们所执意偏爱的一个重要方面
。

马上封 的意义
,

不是在于它为你提供了多少物质 不充分的民族群体中
,

对于某个学科的普

侯
、

官 L加官
、

望子成龙
、

一路连升
、

多 财富
,

而是在于它为你提供了更多的文 及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

试想
,

近

子多福
、

龙凤呈祥… …那些包含了石云众 化
、

精神与道德升华
。

显然
,

在时下的情 万年的玉文化史
,

从先人的用玉制度
、

材

生吉祥题 旨的玉器完全成了人们炙手可热 势下
,

此说大概未必合乎时宜
,

但正是由 质
、

工艺
,

还有文明传承
、

传统文化与雕

的追捧之物 (图 4)
。

无可否认
,

心怀美好 于
“

流行时宜
”

与传统的崇玉价值观的严 塑美学
,

以及宗教和历 史内涵等诸多方

的祈求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
。

一旦这种 重反差
,

才让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
:

如何 面
,

能通过这种浮光掠影式的点评获得真

心理活动被迷信化并且左右着艺术创作成 以我们的操守
,

汲取中华文明的精华
,

潜 谛吗 ? lbl 答当然是否定的
。

而媒体对于真

果的价值 (我们把所有的古代玉器都应视 心发掘并发现华夏古玉真正的文化要素和 正意义 卜的
“

普及
”

工作
,

似乎还显得耐

作为艺术创作成果 ) 的时候
,

其消极影响 价值内涵
,

来弘扬并推动玉文化的进步 ! 心不足
。

因此
,

决定媒体收视或发行率的

49 , 仅忱



亮点
,

也许更值得媒体本身的关注
。

于是
,

真正能刺激人们兴奋点的地方
,

则在于那

些各类艺术品包括玉器的天价因素
。

对于

真鹰判断及知识探求的兴趣
,

也多是建立

在真质之间巨大的价格差距上
。

于是一些

更有眼球效应的说法
、

响亮的调子和醒目

的标题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媒体或言论中
,

可是不同的声音几乎重复的是同一个调

予 金钱! 昭示着财富的矿藏在等待着每

一位幸运者
,

而在你成功的路上
,

知识
、

劳动与努力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

但恰恰相

反
,

这里所忽略掉的
,

是这种炒作背后的

接受状态以及由此而引出的负面效应
。

直

率地说
,

在一个文化及文明程度尚较欠缺

和薄弱的群体中
,

在对于古玉以及一切古

代艺术品收藏鉴赏的心理和学识准备尚不

够充分成熟的情况下
,

这样的热炒与宣传

也只是一种股市版本式的普及
。

在对艺术

知之甚少的前提下
,

去判断艺术品的价值

与价格
,

就像人们在对股市的是非深浅完

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
,

贸然去投身股海
,

道理是如同一辙的
。

而不同的是
,

由于真

古玉的含金量和对于它
“

验明正身
”

的知

识量更大更丰富
,

由于它确实不会去青睐

那个文化底蕴不够丰盈的群体
,

因此这种

炒作的风向势必常常会转移到时作新玉

(图 6)
,

而又因为对天价新玉的追捧
,

导

致了古玉价值的失缺和价格的一跟不振
,

从而导致了古代艺术品的严重贬值和人们

对于古代文明的漠视
,

那样的事情
,

就远

不是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了
。

五
、

改变滞后的现行政策与僵化的价

值规律理论
,

打造真正能体现艺术品市场

规律的古玉价值体系
,

引导古玉收藏的健

康走向
,

是时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需要

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

现有的文物政

策
,

出于宏观上的考虑
,

规定了民间艺术

品收藏的合法性方式
,

较之之前封闭保守

的法律文本
,

无疑具有突破性的进步
。

但

也不能不否认
,

在实际操作中
,

它在可行

性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却在某种程度上

扼制了某些艺术品 (包括古玉 ) 的正常交

流与流通
,

从而大大影响了古玉等艺术品

自身价值的合理体现
。

传统意义上的价值

规律是否同样适用于作为特殊商品的艺术

品上
,

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思考和探讨的问

题
:

决定商品价值的是
“

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
”

而不是
“

个别劳动时间
”

?
“

供求关

系
”

决定市场价格? 这些已成经典的规律
,

对于如一切古代艺术品包括古代玉器之类

的成品是否具有
“

放之四海而皆准
”

的效

用
,

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和审视的
。

在古

玉的文化普及尚处于未成熟阶段的今天
,

在国人对于博大精深的玉文化乏有认识的

情况下
,

古玉在市场中的流通必然会受到

严重遏止
, “

市场需求
”

也就无法以正常的

商品交易规则来衡量
。

这样的情况下
,

古

玉价值得以扭曲的事实便必然会存在
。

因此
,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同样为我们对古玉的

价值判断提出了一个新的

课题
。

如何在打击古玉非

法交易的同时有效保护人

们收藏古玉
、

珍爱古玉和

弘扬玉文化的热情? 如何

让人们在学习
、

探究和接

受历史
、

文化和审美知识

的同时
,

让古玉的真正价

值得到日益彰显 ? 不能不

认为也是目前艺术品市场

中的一个当务之急
。

笔者

认为
,

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可以通过一些严

密的监控和防范措施来制止并打击非法文

物交易活动
,

但国家的文物政策应该保护

既定为收藏事实的艺术品流通活动
。

凭借

慧眼对出土古玉从民间
、

地摊
、

店肆等不

同途径
、

不同环节间接获取从而成为自己

的藏品
,

就不能永远让其成为
“

见不得婆

婆的媳妇
” 。

对于那些既成事实的状况
,

以

宽松开放的政策予以疏导比一味通过条文

堵塞也许更好
。

其次
,

我们应该承认
,

传

统经典的经济学原理和市场规律
,

对于物

质生产的成果在进行市场商品交易时也许

都是适用的
,

而它的缺陷正是没有揭示出

精神生产成果的价值规律
,

因此对于诸如

古玉一类的艺术品门类
,

也许要重新调整

既有的衡量和判断视角
。

一件古代艺术

品
,

无论从选材
、

构思
、

雕琢来看
,

都是

饱含了特定时代特定社会艺术创造和智慧

积淀的结晶
,

在价格判断中
,

这种丰富厚

重的价值资本即便是无形的
,

但却是重要

的
,

绝对应当成为我们首要的考虑因素之

一
。

当然
,

更为重要的是
,

进入流通领域

的物品的价值
,

首先也是决定于接受对象

的价值观念
。

因此
,

正确的收藏观和艺术

品价值观的引导和确立
,

更是有大量的工

作需要一切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去做
。

再

次
,

坚持不懈地弘扬玉文化和切切实实提

高国人的整体文化素养
,

是从根本上改变

人们价值观念的必由之路
。

古玉的内涵非

常广泛
,

它几乎囊括了社会学
、

矿物学
、

地质学
、

物理与化学
、

人文与美学等等各

方面的学科与知识
,

因此
,

可以说
,

古玉

之魅
,

是无所不及的
。

玉文化的宣传和普

及
,

任重而道远
。

在各种轰轰烈烈的寻宝
、

赛宝和鉴定活动之外
,

需要我们去做的
,

恐怕还有更多更艰 巨的工作
。

直至有一

天
,

当人们真正从一件古玉身上读到了中

华民族深厚博大的历史文化
,

当人们在欣

赏古玉的同时让自己的精神同样得到了净

化和升华
,

那么
,

古玉不菲的文物
、

美学

乃至经济价值
,

也就自然会真实地凸显在

我们的面前了
。

毋 (责编
:

蔚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