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鬼谷下山
"

吊高

了
!

萧何韩信
"#

!""#

年可谓是收藏界的

元青花元年
!

那一年
!

元青花

开始在国内外的拍卖会上崭

露头角
"

查看以往的瓷器拍卖记

录
!

我们发现
!

早在
$%&%

年
!

伦敦苏富比推出的一件
#

唐三

彩
$

以
'%((

万港元拍出
!

一

时轰动全球
%

同年
!

在香港苏

富比拍卖会上
!

一件南宋官窑

笔洗被拍至
!!""

万港元
!

创

当时宋代瓷器的市场最高价
"

这两件拍品的天价纪录一直

保持了十几年
!

直到近年才陆

续被青花瓷打破
"

!""#

年
!

一件元青花龙

纹扁瓶在纽约拍出
(&#)$(

万

美元的高价
!

刷新了中国瓷器

公开成交的世界纪录
"

同年的

华辰秋拍上
!

元代青花云龙纹

罐经过几轮叫价拍出
'*!

万

元
!

当时创下了元青花国内的

拍卖纪录
"

从此以后
!

元青花一发不

可收拾
!

总是扮演着拍卖会状

元拍品的角色
"

时至今日不过

(

年
!

元青花的身价翻着跟头

往上涨
"

当然
!

元青花的大热一

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件传奇藏

品
&

鬼谷下山
$

元青花大罐
%

江南贡院院长
'

江苏省古

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周道祥介

绍说
!

!""(

年
+

月
,!

日
!&

鬼

谷下山
$

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

上亮相
"

这只元青花罐上的

&

鬼谷下山
$

图案为传世元青

花瓷器中的绝品
"

开拍前
!

佳

士得公司估价为
,"""

万美

元
!

但结果大出意外
!

当时的

成交价折合人民币是
!)#

亿
!

以当天的国际牌价可以买两

吨黄金
"

这不仅创下了中国瓷

器的市场最高价
!

而且让元青

花的市场表现达到一个顶峰
"

这又让
&

萧何月下追韩信
$

的

身价成为一个新谜
"

身价十倍还是有

所不及

&

南京的
(

萧何月下追韩

信
)

梅瓶也是一件国宝级的元

青花瓷器
% $

爱涛拍卖高级顾

问徐宁对瓷器有深入研究
!

同

时对元青花在国内外市场中

的行情烂熟于心
%

他毫不掩饰

自己对
&

萧何月下追韩信
$

梅

瓶的喜爱
!&

到目前为止
!

这应

该还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
!

画

得这么好的也不多见
!

可以说

是元青花中的精品
% $

那么
!

如果
&

萧何月下追

韩信
$

梅瓶被送上拍台
!

市场

会报以什么样的价格
*

徐宁觉

得
!

从器型上看
!&

萧何月下追

韩信
$

要优于
&

鬼谷下山
$ !

前

者器型优美且保存完好
+

而从

绘画上来看
!

徐宁认为
!&

鬼谷

下山
$

更加精细
!

更有优势
%

&

站在拍卖行业的角度来看
!

两件元青花各有特色
!

各有优

势
!

我认为不分伯仲
% $

徐宁说
!

今年由于全球经

济发展放缓
!

股市大跌
!

这对

整个收藏品拍卖行业来说都

有影响
% &

今年以来
!

包括瓷

器
'

字画等在内的收藏品行情

都有所回落
!

但这不影响真正

的精品的价值
% $

徐宁认为
!

&

萧何月下追韩信
$

的表现绝

不会亚于
&

鬼谷下山
$ %

周道祥则认为
!&

萧何月

下追韩信
$

梅瓶无论是进口的

青花料
!

还是绘画水平
!

都代

表了青花瓷的最高水平
!

是现

存元青花中最好的一件
!

也是

最名贵的一件
!

价值远比
&

鬼

谷下山
$

高
,"

倍
!

因为罐子的

数量多
!

而梅瓶却极为稀少
%

但是
!

也有国内重量级专

家认为
!

这件瓷器确实好
!

但

拿到市场上卖
!

!

个亿也就顶

着天了
%

元代青花瓷为何

成为稀有之物

参考以往拍卖会的相关

报道
!

我们不难发现
!

元青花

的历史高价都出现在一些国

际拍卖会上
%

目前在世界上数

以百计的珍贵元青花
!

为何屡

屡被老外拍走
*

江苏收藏家协会的收藏

家薛福祥告诉
,

发现周刊
-

记

者
!

这是国内外对待元青花收

藏的理念不同所致
%

徐宁也深

有同感
!

他告诉记者
.&

国内

藏家更多地考虑一件藏品的

升值潜力
!

他们会想
!

如果以

过高的价格买下
!

未来有没有

人愿意以更高的价格接手
!

因

此顶尖的元青花往往因为价

格过高而被国内藏家放弃
" $

而国外藏家则有所不同
!

他们

拍下一件心仪的藏品往往会

保存几十年
!

甚至更久
"

徐宁

说
.&

如同炒股一样
!

国内藏家

更倾向于炒中短线
!

而很多国

外藏家有实力并且有耐力炒

长线
" $

此外
!

薛福祥也感到
!

中

国人收藏力求完美
!

把藏品的

品相看得很重
!

如果藏品有一

点瑕疵
!

心理价位就大打折

扣
+

外国藏家在收藏中似乎更

注重艺术品的历史价值
'

艺术

地位以及在工艺制作上的难

度等
!

因此即便是有瑕疵的拍

品也能高价成交
"

另外
!

国内很难找到元青

花精品
!

加上市场上近年来出

现了很多赝品
!

影响了收藏者

的信心
!

也使得元青花在国内

的拍卖价位远低于海外
"

多年前
!

很多藏家都有在

古玩市场捡漏的经历
!

那时

候不仅是元青花瓷
!

整个收

藏品市场的价格都很低
!

因

为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

价值
"

而今
!

说到元青花几乎

无人不知其高贵身价
!

仿品

也越来越多
!

别说捡漏
!

就是

想出高价收一个元青花也得

多留个心眼
"

五六年前
!

云南一位藏家

照例到当地古玩城闲逛
!

这

里每逢周六
'

周日都有人过

来摆地摊
"

这一天
!

一个安徽

口音的摊主发现这位藏家是

个识货人
!

便把他叫到一边
!

抱出一个大纸箱给他看
"

箱

子里装的
!

是个云龙纹缠枝

牡丹铺首罐
!

安徽人说不清

楚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
!

只

知道这是个有些年代的瓷

器
!

叫价
,

万多
!

还价后以

*"""

元成交
"

时隔多年
!

一个偶然的机

会
!

这位藏家把罐子送到云南

收藏家协会古陶瓷检测实验

室进行高精度的仪器分析
"

检

测仪通过分析陶瓷成分
!

和数

据库中数据进行对比
!

确认此

罐系元末明初景德镇窑产

品
///

青花云龙纹缠枝牡丹

铺首罐
"

因为民间收藏元青

花瓷器的几率很低
!

多年来

这个
*"""

元买来的罐子被

主人束之高阁
!

差点没了出

头之日
"

薛福祥告诉记者
!

在行

内没交过学费的藏友几乎没

有
!

花几万块买一个元青花

瓷瓶
!

结果却发现是个正宗

现代仿品
"

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
!

如果用心淘宝
!

在古玩市

场捡漏并不是像现在那么不

可思议
" &

现在仿品多了
!

像

元青花这样的珍贵物件赝品

更多
!

有的赝品做得专家都

拿捏不准
" $

那么
!&

萧何月下追韩

信
$

梅瓶有没有仿品出现
!

在

南京的文物市场上又价值几

何呢
*

民国就有人钻到

沐英坟里仿了这个瓶子
#

%

月
,%

日上午
!,

发现周

刊
-

记者来到位于朝天宫的古

玩市场
!

以古玩爱好者的身份

询问
&

萧何月下追韩信
$

梅瓶

仿品在市场上的情况
"

&

你想买那个当花瓶啊
*

多得很
!

你想要几个
*

要的话

我马上可以帮你订货
!

,""

多

块钱一个
!

你要是诚心想要
!

我可以再给你便宜一点
" $

虽

然货摊上并没有摆放任何青

花瓷器
!

但这位摊主依然很爽

快地答应可以帮记者拿到货
!

并且货源充足
"

记者表示想再

去别的摊位看一看
!

于是走到

一个摆了几件瓷器的摊位前
!

问了问情况
"&

萧何
*

月下
*

我

这里好像有一些
" $

女老板仓

促地站起身
!

在面前的一堆小

挂件中寻觅着
" &

我问的是梅

瓶
!

大青花瓷
" $&

哦
!

那我不

知道了
!

没听说过
" $

&

请问你这儿有
(

萧何月

下追韩信
)

的青花梅瓶么
* $

另一家店的老板一抬头
!

看了

记者两眼
.&

我这儿没有
!

他们

那儿有
!

十个亿呢
0$

老板用手

指着前面的南京市博物馆
!

笑

了笑
"

还有一个店家则向记者

表示
!

她那儿可能有记者说的

这种瓷器
!&

是民国时期仿的
!

价格在
("""

块左右
" $

几个聚在古董店的古玩

爱好者听见记者在打听这个

瓶子
!

一个个都兴致勃勃的
!

&

你说的那些
,""

来块钱的
!

做工都相当粗糙
!

连图都是用

电脑印刷贴上去的
"

还有民国

仿的
*

怎么可能呢
0

这瓶子解

放初才挖出来
!

他民国的人怎

么仿
*

都是骗一些外行人的
!

就像你爸妈结婚前拿着一照

片给别人看
!

说
(

这是我女儿

的照片
) !

可能么
* $

仿制品能卖什么价

后来
!

记者还是从景德镇

古陶瓷研究专家曹建文处了

解到
&

萧何月下追韩信
$

梅瓶

仿品目前的市场情况
"

&

现在全国市场上质量比

较高的仿品基本都是景德镇

做的
!

台湾也有
!

而且比景德

镇还要早
"

景德镇最早开始仿

制是在上世纪
&"

年代初
!

台

湾上世纪
+"

年代就开始了
!

方法都是根据拍摄的高清数

码照片来模仿的
" $

曹建文告

诉记者
!

目前
!

仿制这件瓷器

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
&

相似度

在
&"-

以上
!

而能达到这么高

相似度是很不容易的
!

只有景

德镇的一些老艺人和工匠能

做到这一点
!

所以市场上这个

层次的仿制品量很少
!

每个价

值都能达到
$.

万元
"

从收藏

的角度来说
!

这些高仿的瓷器

也是有收藏价值的
"

那些好的

工匠们会花很多心思在研究

原件的工艺上
!

这往往会用上

几年的时间
!

而做一个成品又

起码再花上几个月
"

在制作这

类高仿制品的时候
!

对工艺水

平的要求相当高
!

不仅要用景

德镇本地的矿
!

而且烧窑一定

要用柴窑来烧
!

现在大多数用

的都是气窑
"

而釉则用的是原

来的釉
!

这个釉面要做成和原

来一样是很难的
!

能达到原来

的
%.-

!

那水平相当高了
!

只

有景德镇能做
"

据曹建文介绍
!

要想制作

出和
&

萧何月下追韩信
$

梅瓶

完全一样的仿制品
!

几乎是不

可能的
" &

不仅很难配到原来

的釉
!

最难的是对它艺术风格

的模仿
"

以前工匠在画那些图

的时候都是随意自由的
!

现代

人是一笔一画地去模仿它
!

难

免会有些拘谨放不开
!

很难达

到原件的那种风格
" $

元青花为何大量

!

定居
"

国外

&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

转淡
!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

初妆
11$

周杰伦的一曲
,

青

花瓷
-

春晚唱响大江南北
!

虽

然歌词遭到了收藏家马未都

的批判
!

但说明青花瓷不仅有

勾魂的美
!

还是众人心目中披

金挂银的贵客
"

在所有的古陶之谜中
!

元

青花之谜是最吸引人的
/

为什

么青花瓷会让古陶瓷学家既如

痴如醉
!

又伤透了脑筋
*

最近
!

紫砂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

发

现周刊
-

记者借着这个大好机

会
!

采访了古陶瓷鉴定专家
'

国

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

中国

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
"

上世纪
&.

年代
!&

元青

花
$

悄然兴起
!

元青花瓷的价

格更是水涨船高
!

当时收藏界

流行着一种说法
.

全世界的元

青花瓷不足
!..

件
!

大量元青

花瓷在伊朗和土耳其
!

作为元

青花产地的中国
!

元青花却少

之又少
"

据调查显示
.

土耳其

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有数千

件中国瓷器
!

其中元青花瓷达

'.

件
0

主要是大盘
'

大碗
'

葫芦

瓶等大件器
"

同时
!

英国
'

美国

等地博物馆的元青花数量巨

大
!

且多为至正时期的元青

花
!

包括作为断代标准的
&

至

正十一年
$

铭象耳青花瓶
"

那些精美雄浑的元青花

大器
!

何以绝大部分远涉重洋
'

成批成批地出现在土耳其
'

伊

朗
*

耿宝昌笑笑说
!

这其实记录

了一段中外文化与贸易交流的

繁盛历史
"

元朝的边疆很大
!

$#

世纪初
!

成吉思汗和他的继

承者多次征服了中亚
'

西亚
!

打

通了中西文化交通的要道
"

元

明时期
!

中国和国外的交往很

多
!

通过商业贸易的往来
!

元青

花漂洋过海去了海外
"

伊朗
'

土

耳其收藏的那些中国瓷器
!

本

来就不是为中国人烧造的
!

而

是专门为他们国家烧造的
!

用

来出口的
!

当时的西亚商人带

着矿料来到中国景德镇等产地

直接订货
"

这些瓷器属于来料

加工
!

专门按照伊斯兰文化生

活习俗烧制出口
!

所以国内很

少能够见到
"

全世界到底存世

多少元青花

也有专家认为
!

在元朝
!

青花瓷并未受到国内的重

视
!

它只是作为一种外销瓷

远销海外
"

相反
!

枢府瓷却受

到国内当权者的重捧
!

成为

朝廷定烧的一种高档瓷器
"

为何两种瓷器的待遇会有着

如此的天壤之别呢
*

不仅因

为枢府瓷釉色可人
!

也与元

代
&

国俗尚白
!

以白为吉
$

的

风俗习惯有关
"

对这种说法
!

耿宝昌摇摇

头
!

严肃地说
!

学术界内没有枢

府瓷一说
!

只有枢府釉
!

就是卵

白色的那种釉
"

元代皇宫贵族

喜欢的颜色和宋代确实有些不

同
!

元代
&

尚白
$ !

但并不是说

元朝的皇宫贵族不喜欢元青

花
"

其实元青花的釉面分为
.

青

白釉
'

白釉
'

卵白釉三种
!

这主

要和当时的
&

尚白
$

有关
"

耿宝昌还说
.&

近
!.

年

来
!

经过不断寻找
!

我们国内

的元青花的数量在递增
"

目前

光国内就不止
!..

件了
!

这比

原来大家流传的全世界不足

!..

件的数量还要多
"

明代王

侯大墓内
!

也陆陆续续发现了

一些元青花瓷
" $

!

萧 何 韩 信
"

的

!"#

搞清了吗

元青花有很多谜
!

其中一

个谜就是元青花使用的釉下青

料
&

苏麻离青
$

的产地
!

这看来

是一个数百年的悬案
"

那种湛

蓝湛蓝
'

有下凹锡光
'

凝聚不散

的被称作
&

苏麻离青
$

的钴料

究竟从何而来
*

为何宣德时期

还用这种进口料
!

而宣德之后
!

它突然间消失得那么彻底
*

耿宝昌解释说
!

元青花用

的
&

苏麻离青
$

钴料来自伊朗

的一个小城市
!

这个城市距离

德黑兰只有
'..

公里之远
"

后

来
!

这种钴料之所以突然不见

了
!

是因为伊朗当地的
&

苏麻

离青
$

钴料矿井枯竭了
!

现在

已经封矿
"

如今景德镇烧制的

青花瓷
!

原料也是进口的
!

但从

哪儿进口的
!

窑匠们却是不肯

透露的
"

不过
!

另外一位专家表

示
!

现在的青花瓷原料不排除

是各种配料组合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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