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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需求总是古玉作伪者的风向标 。

商周玉器由于其凝重神奇的历史内

涵和丰富复杂的文化底蕴而日渐受到古玉

收藏家的追捧 , 并愈来愈彰显出不菲的价

值 , 似成定势 。在这种情况下 , 它同样会

受到古玉作假者的青睐 。只是, 作假者垂

涎的是它的获利空间 。正因为如此 , 其最

致命的弱点 , 在于不得其当时文化气

韵之真谛 , 即对古玉内涵基本无知的

状态下 , 实行机械式僵化作业 , 因此即

便倾注全力并使出再大的伎俩 , 也是

无法避免那些捉襟见肘的破绽 。以日

前所见三件商周玉器质品为例 , 比对

真品特征 , 作一解析 , 以供同好参考 。

造型 灵动与刻板

玉龙是商周时期出现得比较多的

一种器型 。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众

多的肖生类玉器中 , 玉龙也许是唯一

的一种具有怪诞意义的抽象类动物 。

因此 , 如果细加观察 , 无论是爬行的还

是团状的玉龙 , 形状庄重神秘 ,神态凶

猛威严 , 造型灵动大气几乎是构成它

们气韵特征的统一的标准 。图 为出土

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的商代玉

龙。其器身厚实 , 为圆雕形 。玉龙头尾

相对 , 交接处横切一线 , 呈块状 。爪收

缩于腹前 , 有蓄势待发之态 。龙身满饰

水波纹 , 凸显华美壮丽。这样的处理与

刻画 ,将一种兴许是莫须有的生灵 ,塑

造得 “活龙活现”, 并呈现出一种神圣

而不可冒犯的形象。图 为同一器型翻

版的腰品。就总体而言 , 它给我们的直

接感觉是僵死而不是灵动的模样。它

的败笔之处 , 在于器型及工艺细节刻

画上的呆板与生硬 。表现为 其一 , 造型

凝滞 , 形态僵化 。从整器看形制的雕琢太

过周正 , 人为修饰痕迹明显 其二 , 龙身

首尾及身体各部比例不甚协调 ,缺乏动态

和神韵 其三 , 从工艺看器身平直 , 周边

圆润 , 内侧镂空工艺线条僵直 , 刻意加工

的匠心比较突出 其四 , 玉表色泽浮泛 ,

缺失真实的质感。凡此种种 , 以造型为主

要观察点 , 辅之于玉材等其他因素 , 个人

认为那是一件无晚商时期玉器之灵气的现

代仿品。

纹饰 俊朗与做作

作为雕塑创作 , 如果说玉器的 “造

型” 体现的是一种构思的艺术 , 那么 “纹

叠图 商代玉龙 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

饰 ”体现的则主要是一种布局的艺

术 。也说是说 ,纹饰是为装饰造型服

务的。古代的玉器 ,工艺制作条件总

是决定着纹饰雕琢特点的走向 , 因

此 , 玉器的纹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时代生产力水平的反映 。 青铜器的

出现是玉器工艺技术的一次革命 。

这在夏及商代早期的玉器工艺痕迹

上可见端倪 。至殷商 , 在玉器纹饰中

虽然仍有多种制作手法出现 , 但金

属工具的运用无疑占了主流地位 ,

具体表现为纹饰线条可以处理得舒

展流利而不失刚劲俊朗 。图 的商代

晚期鹅形玉佩 , 为片状玉器 。玉工为

突出表现对象的可爱美丽 , 灵活运

用双阴挤阳和单阴刻画的手法 , 从

头到足揉合了介字纹 嚎部 、卷云

纹 腹及腿部 、圆环纹 眼部 、鳞

形纹 颈部 、折铁纹 身翼部 、边

缘阴刻起线等多种装饰技巧 , 并以

镂空勾勒出头 、颈及双腿 , 蕴含了极

具时代特征的典型处理技法 , 使这

件商代晚期的鹅形玉佩 , 被表现得

十分华丽而又惟妙惟肖。而比照图

这件现代仿品 , 除了器型大致具有

前述真品的影子外 , 在整体上却无

法找到真品的那种气韵 。所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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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 仪硫,



这样的感觉 ,形制过于刻板工整固然是一大弊端 ,而在纹饰

上 ,线条的圆滑 、浅薄与做作显然构成了其之为赓品的最主

要的依据。因此, 殷商玉器的真伪, 器型也许有时可能会乱

真 , 但具有晚商时代风格的纹饰特征及构成纹饰的线条刻

画工艺特征则很难被机械克隆。记住 ,晚商玉器上的一些纹

饰 , 常见用并不一律的工具雕琢 , 而舒展中不失俊朗的特

点 , 现代仿品的工艺 , 大致上是不能模仿到位的 。

沁色 自然与妖艳

古玉的沁色 , 虽然千变万化 ,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 那

“宗 ”便是受沁的色泽 “浓而不妖冶 , 淡而不浮泛 ”, 沁与玉

材本质之间的关系应是水乳交融 、浑然一体 。图 为西周时

期的龙形玉佩 。这样的沁色 , 虽斑斓多彩却一点也没有刺激

视觉的感觉 。沁与本色 , 既有很强的层次感 , 又能看到合理

的过渡 , 因此完全地融为一体 , 并且由于经受了岁月的消

磨 , 其光泽也显得自然 、柔顺和内敛 。而同一题材的龙形玉

佩 图 , 其沁色就有点不堪入目的味道 。如果要破解它

的 “受沁 ”破绽 , 那么可以这样认为 看沁痕色泽浓艳混浊 ,

色彩单一而无层次为其一 看玉表光泽浮泛 、玉色鲜亮为其

二 看整体大部沁蚀严重而小部新色依然 ,且无过渡显得极

不协调为其三 。当然 , 材质 、形制与工艺特色上的破绽 , 同

样不经一击 , 那恰恰是人工作伪所形成的视觉效果 。我们常

说 “火气 ”, 是指光色上的新锐特征 。古玉经过了千百年甚

至近万年的时光积淀 , 这种新锐特征也即 “火气 ”, 应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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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变化为一种具有内蕴的光色 , 就跟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渐趋

变化成了一个和谐慈祥的老人一样 , 给人的感觉是温顺而又平

和的 。而只有因功利而急就的新玉作品 , 才会有这种张扬夺目

的色彩表现 。因此 , 只要稍加细察 , 那么即使那些被仿制得看

似再像模像样的古玉 , 也是能让它露出狐狸尾巴的 。

总而言之 , 在历代玉器中 , 商周玉器是一个非常具有生气

和艺术独创精神的古文物门类 。与一切古代玉器的鉴别思维一

样 , 对于商周玉器的辨伪 , 我曾经用 “寻死捉活 ”来概括识别

的方法 , 即善于从被鉴别物上捕捉 “活 ”与 “死 ”的信息 。如

上所述 , 可以从形制上观察 , 真品为形神兼备 , 活灵活现 , 也

就是 “活 ”的表现 , 而硬品则是形似而神离 , 僵化呆滞 , 当然

是 “死”的形态 也可以从纹饰琢磨 , 真品无论是陀碾刻画 , 线

条均流畅利索或刀刀见痕 , 或一气呵成 , 看上去很 “活 ”, 而硬

品则刻意做作 , 杂乱无章 , 因而必然成 “死板 ” 一块 还可以

从沁色上揣测 , 真品光泽温柔 , 色彩自然 , 为 “活色 ”, 而鹰品

则混浊浮泛 , 妖艳而失之内敛 , 同样为没有血气的 “死”色 。如

此等等 , 不一而足 。当然 , 在对于古玉真质的认识上 , 没有一

种鉴别方法是可以当做铁的定律来运用的 。重要的还是 , 多感

悟真品千变万化的气韵 , 多研究质品千奇百怪的做法 , 长此以

往 , 只要用心 , 相信必有所得 。 肠 责编 蔚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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