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宝课堂第四讲

B6 珠宝 2016.12.1 星期四 编辑 朱江淼 校对 刘 璞

朱鹏程：天津商业大学宝石
及材料工艺学本科毕业生，2010
年获得NGTC宝石鉴定资格认
证，爱的承诺珠宝品牌创始人。

报名方式：1.拨打鉴宝电话
0375-7036176，简单描述宝贝。

2.打开微信，右上角“+”选择
扫一扫，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好
友 ，也 可 以 搜 索 微 信 号 ：
xiaola1155添加好友，并发送宝贝
图片。

鉴宝师简介

本报讯“朱老师，我想请教
一些关于珠宝鉴定证书的知识，
不知道鉴定证书会不会有假
的？”11月24日，由平顶山日报传
媒集团商业工作室举办的鉴宝
课堂如期举行。在上期鉴宝课
堂结束后就有藏友提出了本期
鉴宝课堂上想要了解的问题。
为了给藏友普及鉴宝知识，本期
鉴宝课堂上，鉴宝师朱鹏程带来
了不同种类的珠宝鉴定证书为
大家答疑。

朱鹏程说：“分辨鉴定证书的
真伪其实很简单，大致有5种方
法，第一就是要看一致性，之前在
鉴宝活动中有一位藏友带来自己
收藏的玉观音和藏品鉴定证书，
经过鉴定和对比发现，玉观音图
片与实物有一定差别，所以在购
买珠宝时要仔细对比鉴定证书上

的图片，有时候只是一点色差的
区别，价值却天壤之别；第二就是
要看网址，在网络上搜索鉴定证

书上显示的网址，并仔细比对网
址，有时候只是一个字母或者数
字的差异你就有可能掉入陷阱；第

三检查钢印，正规的鉴定中心所出
的鉴定证书上盖有国家法定认可
的有凹凸感的钢印；第四就是查验
审核人员的签字，鉴定证书上，审
核人员的签字应为手签而非影印；
第五就是扫描二维码，鉴定证书上
会附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描后
便可知道藏品的信息，若扫不出则
说明证书无效。

在本期鉴宝课堂上，藏友王
先生带来了两张鉴定证书，通过
朱鹏程的讲解，大家对王先生的
珠宝鉴定证书进行了辨别。藏友
崔女士说：“这张鉴定证书上的签
名是影印的，应该是假的；另一张
盖的是红章，朱老师，这会是真的
吗？”“正规的鉴定证书上都会盖
钢印，所以盖红章的鉴定证书不
是正规的鉴定证书。”朱鹏程说。

（彭朝文 李斯齐）

如何辨别鉴定证书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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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4 日，由平顶
山日报传媒集团商业工作室主
办的“珠光宝鉴”免费鉴宝活动
如期举行。本次鉴宝活动共有8
位市民携宝参与，藏友带来的珊
瑚和翡翠手镯成为本期鉴宝活
动的亮点。

鉴别染色珊瑚从孔而入

市民王先生带来了他在旅
游景区购买的珊瑚挂件。这个
珊瑚挂件约 5cm 高，小手指粗
细，呈鹿角形，通体大部分呈暗
红色。据王先生介绍，珊瑚挂件
是他去年在台湾旅游时在景区
购买的，当时花费了3000元。他
说：“不是很懂珊瑚，只是知道珊
瑚形成不易，价格比较贵，去旅
游的时候看着颜色很好看就买
下了，当时卖家说是天然的，今
天带来鉴定一下。”鉴宝师朱鹏
程通过强光照射并仔细观察后
认为，此珊瑚挂件为人工优化过
的染色珊瑚。

朱鹏程表示，珊瑚既然是天
然形成的，那就不会十分完美，
会有些许瑕疵。这件珊瑚挂件
表面过于完美，而且从吊坠的穿
孔处可以看出，孔内外颜色有所
差别，再选购时应该先观察穿孔
内外的颜色是否一致。

透过老镯子辨识老工艺

市民苑先生本次带来了一
只镯子。苑先生说：“这是我奶
奶的镯子，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就
戴上了，现在已有些年头了，但
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我平
时也不太了解这些，所以这次想
请鉴宝师鉴定一下。”笔者看到，
苑先生带来的镯子成米黄色，色
泽较混浊，镯身一侧有一块指甲
盖大小的橙红色色斑。鉴宝师
通过强光照射并仔细观察，认为
该手镯材质为翡翠，但是上面的
红色色斑为后期染色所致。

朱鹏程表示，鉴别玉器是否
经过后期染色的方法有很多种，
主要是靠观察，从这只手镯来看，
表面色斑较为清晰，如果是天然
色，那么颜色应该是深浅递进的；
通过强光照射还可以发现色斑内
部有网格状纹路，这是一种比较
古老的染色技术，很容易识别。

（彭朝文 李斯齐 /文 张鹏/图）

珊瑚挂件亮相鉴宝现场
透过老镯子辨识老工艺

老镯子让我们见识到了染色的古老工艺

珠光宝鉴

上世纪70年代，在安徽省合肥市
长丰县杨公公社发现的战国晚期楚国
贵族墓葬群中，曾出土过一个龙形玉
佩，这个玉佩的现身至今仍让许多专家
学者啧啧称道。同时，这种类型的龙形
玉佩更被视作战国时期玉器特征的最
佳注脚。

龙形玉佩源自贵族墓葬

1977年 1月，长丰县杨公公社农民
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古墓
葬，挖掘的其中一座车马坑中出土了不
少青铜器，虽然当地农民并不知道这些
是什么，但他们都听祖辈人说起过这里
曾是楚国的地盘。很快，这个消息传到
了省里。当月，安徽省文物考古队的专
家就在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和长丰县文
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在当地开始了挖掘
工作。然而让专家们意想不到的是，这
里竟然不止一座古墓葬，而是一个战国
晚期楚国贵族墓葬群。于是，一场历时
四年、分四次进行的考古挖掘工作拉开
了帷幕。

1977年1月、1977年10月、1979年、
1981年共分四次，专家们在当地发掘了11
座楚国墓葬与一座车马坑，出土铜器、陶
器、玉器240余件。“包括这个龙形玉佩在
内的几件玉器玉质极佳，都是和田玉制
作的，做工十分精美，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它们代表了战国时期精湛的手工艺
水平，也展示了楚国玉器和玉文化的独
特魅力，所以当时一下子在全国产生了
轰动，也为专家研究战国时期的楚文化
提供了一批新的资料。”长丰县文物管理
所副所长、文博馆员孙朝峰说道。

楚国龙形玉佩中的精品

用玉制作的龙的形体玉猪龙，最早
出现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时
期。早期的玉龙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
看，显得比较古拙，到了春秋时期逐渐
变得洒脱。而大量的龙形玉佩在春秋
晚期开始出现，至战国时达到全盛，成
为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之一。

楚人有尊龙的传统，所以楚式的龙
形玉佩最有特色，而在杨公墓出土的这
个龙形玉佩堪称战国晚期楚国龙形玉佩
中的精品。只见这个长15厘米，宽6厘
米，厚0.4厘米的片状玉龙显得既生动又
不失大气，回首望向远方，龙身上还雕刻
有卷云纹，让这条龙平添了“仙气”。但
遗憾的是，龙的尾部有少许残缺。

“这个龙形玉佩应是由多件玉器串
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玉组配中的一件。
从该件龙形玉佩的系孔分布的情况看，
似应处于连接上下玉饰的中间部位。楚
国玉器的制作素以构思奇巧见长，玉佩
的形制根据其在组玉佩中位置作出不同
造型的灵活处理，反映了楚国玉器工艺
的艺术风格。”孙朝峰告诉记者。

龙形玉佩主人身份高贵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楚国迁都寿
春，江汉楚文化与淮夷土著文化进一步
融合，形成了以寿春为中心的江淮楚文
化，成为楚文化的一大支脉，也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孙朝峰
看来，杨公公社位于长丰县以北，与寿
县接壤，所以在这里发现一个规格如此
高的楚国贵族墓葬群也合情合理。

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
艺术上一派繁荣，与此同时，冶铁业也
十分发达，当时人们开始大量使用铁
器，这一切都为玉石雕刻行业的蓬勃发
展创造了文化上和技术上的条件。

孙朝峰曾专门研究过楚国的玉石
文化。他说，楚国是一个喜好玉器的国
度，甚至设有掌管玉器的专门机构
——玉府，专门为楚王和贵族生产玉
器等名贵物件。楚国贵族也特别喜爱
玉器，尤其喜好佩玉，即所谓“古之君
子必佩玉”。当时贵族们的风尚是佩
戴成组玉佩，不仅是出于纯粹的装饰
目的，更被看成是人的完美品德的象
征，“君子比德于玉”。在楚国，玉器的
多少和玉器质量的高低代表了贵族的
社会地位和等级，所以从出土玉佩的材
质、工艺以及数量来看，这位楚国贵族
身份不容小觑。 （和婉）

战国时期代表性
玉器——龙形玉佩

珊瑚挂件

本期的鉴宝课堂上，朱鹏程带来十多张鉴定证书 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