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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明代晚期翡翠正式进入装饰领域开始到现在，翡翠被人们认可的程度很快地赶上乃至超过了和阗
玉，仅用五六百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玉器从新石器时期以来的五六千年的历程。
如果说翡翠的发展是站在玉器巨人肩上的话，那么伴随着这种过于神速的发展进程而产生的，一定是
某些方面的先天不足，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修养传承上的苍白，二是鉴定学科研究
上的肤浅。

 无可否认， 在清代以降的任何一个时代，
人们对翡翠与和阗玉的喜爱程度是相当的，在某些特定的装饰品受众中， 翡翠甚至超过了和阗玉，
譬如时尚的女性、 阔绰的富贾等。
在传统文化领域中， 翡翠与和阗玉并不是等号两边的等量，
中国的玉文化显示着正统的儒家道德修养的外在彪炳，可以被认作是文人最正统的，而且是唯一的装
饰材质；而翡翠，
由于它的历史短暂，不能得到各个历史时期主流文化观念上的认可，
即使在清中期以后，曾经成了皇帝饰手的扳指、怀中的鼻烟壶、案头的文房用具，
它的地位也不过是倍受宠爱的掌上尤物，仍然没有因此而赢得时代文化赋予的资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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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春霞，一九五七年生于北京，大学本科学历，博物馆馆员。
从事文物鉴定、经营工作三十余年。
长期以来，一直工作在第一线，熟练掌握国际、国内的销售价格，擅长瓷器、玉器、铜器、珠宝、翡
翠等的鉴定。
一九九九年与人合作出版了《收藏与鉴赏》一书，负责其中古代玉器鉴定部分的撰写。
二○○五年出版穴实用文玩收藏指南·珠宝》一书。
二○○六年出版《名家谈收藏·陈浏淡古瓷》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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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翡翠绿色的认识标准 无可否认，翡翠作为一种高档的装饰品，尽管我们一再强调
首先看地子，但是相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他们最为关注的不是地子的通透程度，仍然是上面绿翠
的质量。
关注地子与关注绿翠的区别，从表面上看是“内行”与“外行”的区别，如果将这种内行的行为向纵
深发展下去，关注地子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使地子上面的绿翠更加鲜艳夺目，更具雍容豪华的佩戴
效果。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普通佩戴者与收藏者对一件翡翠的审视立场虽然有所不同，而最终的目的地则
完全可以走到一起，只是“内行”的判断基础来自于理性的观察，而“外行”则更偏重于感性。
 对于一块翡翠， “内行”与“外行”所能形成的最终共同关注焦点就是绿翠。
所以在业界，对于种、水、地子的描述多少带有一些抽象而匪夷所思的成分在内，譬如上面讲的“水
”，在翡翠中就生生是一种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东西；而对于焦点中的绿翠的描述，则完全没有了这种
抽象，代之以现实生活中的具象与可以有参照物供比较的命名。
对此，我们不能不服膺于翡翠业界诸前辈的良苦用心。
 对于绿翠的认识标准，在业界有“八绿”与稍后的“五绿”之说，都是翡翠界前辈们对绿翠等级标准
的通俗划定，易记、适用，是我们专业鉴定人员至今仍然尊奉的质量标准。
 “八绿”的内容是： 深、浅 浓、淡 鲜、闷 匀、花 这里的“深”、“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翡翠中
的硬绿标准，硬绿是翠色的极品标志，能达到这种标准的，一定是老种。
换言之，只有老种地子上的绿翠，才有可能达到深而浓的等级；二是绿翠相对质量的优质标准，在一
般的绿翠选择中，要尽量选择深沉而浓重的绿色。
 “八绿”中的“深”，是绿翠颜色的饱和标准，并不是一定要有高的色值。
譬如玻璃地上带有的“葱芯绿”，属于闪黄的浅嫩绿色，这种生在致密地上的浅嫩绿色饱满纯正，依
旧视为符合“深”的标准，与由于致密度低而显现出的疏浅绿色是有严格区别的。
 “浓”是绿翠颜色密度的标准，不管绿翠的颜色深浅，如果达到了“浓”的标准，就不会有漂浮的感
觉。
仍以“葱芯绿”为例，这种嫩绿色在玻璃地上能达到这种颜色的高浓度，如果拿芙蓉地上的葱芯绿作
为对比，可能会发现后者在颜色的浓度上淡于前者。
 “深”、“浓”与“浅”、“淡”是对绿翠颜色标准的评估，如果地子的等级水平高，譬如玻璃地、
芙蓉地，即使是浅嫩的绿翠，也能达到这种颜色的最深度与最浓度；如果地子的等级水平不高，譬如
干白地，即使是深而重的暗绿，也会有漂浮而不饱满的感觉。
初学者在运用这四个字做质量判断时，切忌望文生义地追求绿翠的黑而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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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翡翠收藏入门不可不知的金律》作者赵春霞，文博专业副研究员，主修古器物学，职业鉴定瓷、玉
、杂各项三十余年。
介绍了翡翠收藏的入门知识，包括：翡翠收藏与佩戴的不同概念；翡翠与玉的直观区别；翡翠中的藕
粉地；翡翠的设计对雕件的影响；易与翡翠混淆的材质鉴别；清代翡翠的雕工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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