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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品赏析

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珐琅彩瓷堪称一朵奇葩。
天津博物馆就有这么一件“镇馆之宝”——清乾隆款
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瓶胎质细腻洁白，胎体
轻薄，釉面莹润如玉。

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介绍，珐琅彩瓷是清康熙、
雍正、乾隆时期的宫廷御用瓷，创始于康熙末年，雍
正时期制作日趋精美，乾隆时期更加巧夺天工，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天津博物馆所藏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
壶春瓶，高16.3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5厘米，小撇口，
长颈，腹部下端丰满，圈足。空白处墨彩题诗“青扶承
露蕊，红妥出阑枝”。瓶底赭彩四字方款“乾隆年制”。

“这件玉壶春瓶，构图十分精美，芍药雉鸡寓意
金鸡富贵，有吉祥的含义。此瓶集诗、书、画、印于一
身，如一幅展开的画卷。”陈卓说。

这件小小的珐琅彩瓷为何会成为国宝？“这是乾
隆皇帝在一批同款中亲自挑选而出，其他没看中的
全都砸掉了，是举世孤品。”陈卓解释说。

珐琅彩瓷珍贵，还源于其制作工艺十分复杂。
“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出一百件白瓷薄胎的瓶体，从中
挑选出十件无瑕疵的送入宫中，经皇帝亲自选定花
样和诗文，由造办处聘请宫廷中的西洋画师，使用进
口的珐琅彩料，按照西洋技法画出芍药雉鸡图，然后
入窑低温烘烤而成。皇帝最后从中选出一件最有眼
缘的留下。”陈卓说，“为了保证珐琅彩瓷的御用属
性，当时，不仅是珐琅彩瓷成品，就连被砸碎的瓷片
也不能有一片外流至民间。” 据新华网

珐琅彩玉壶春瓶：

乾隆皇帝甄选
成就举世孤品

一件绿松石的价值取决于众多因素，其中料质
硬度（瓷度）、颜色纯净度、瑕疵多少、工艺优劣等，都
在绿松石的价值评判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从客观角度出发，着重介绍这四大要素评
判依据，供藏友交流学习。

一、料质硬度（瓷度）
绿松石的硬度是支撑其品质的基础，其硬度范

围跨度是比较大的，从摩氏2.6（指甲在表层可以留
下印痕）到摩氏6左右（玻璃硬度）。

其价值也随着料质硬度（瓷度）高低出现变化，
瓷度越高其价值越高，反之其价值逐步降低。

二、颜色纯净度
绿松石颜色纯净度也是衡量其价值的重要属性之

一。通常以纯色为佳，当然也有极少数多色交织但又界
线分明的特殊品种，如唐三彩、水波纹、彩虹纹等。

三、瑕疵多少
绿松石的瑕疵主要指矿斑、坑裂，铁线并不在瑕

疵范围之内。每一件天然绿松石都是独一无二的存
在，不同的铁线纹组成的图案同样决定着它的价值，
当然如果是素净的料子，当以无线、无杂为优。

四、工艺优劣
雕刻师傅的技术水平同样决定着绿松石的价值，

好料子只有配上好工艺，才能称得上好作品。反之，毛
料再怎么好，工艺水平差了，其原本的价值也被拉低
了，相似工毁料的情况在玉雕圈内也并不少见。

以上都是评估绿松石价值的最基本要素，不过
经验总是无可替代的，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标准精确
的方法来计算绿松石的价值，但评判绿松石的好坏
都绕不开上述因素，其价格跨度区分也因此而来。

据中国收藏网

决定绿松石价值的
四大要素

▢ 全媒体记者 王 月
实 习 生 周昕玥 楼依菲 文/图

“在我看来，我用宝丽来拍照时没

有产生‘照片’，只是把所有的东西拍

下来。那是在做笔记，是生活的一部

分。这就像思考、呼吸、笑一样。”德国

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喜欢用宝丽来

摄影探索这个妙趣横生的世界。

世界上有一小部分人，他们迷恋

速成影像，沉迷宝丽来。义乌的虞基先

生就是这样一位宝丽来相机收藏爱好

者，他在杭州开了家名为“精彩”的小

店，珍藏了400余台宝丽来相机，吸引

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打卡”留影。

相伴盛夏的骄阳，笔者前往杭州，聆听

虞基与宝丽来不得不说的往事。 在天津博物馆拍摄的珐琅彩玉壶春瓶。

收藏知识

上世纪 90 年代，数码相机还没有大行
其道的时候，一款可以立拍立现的相机获
得了消费者的喜爱，那就是美国 Polaroid 公
司生产的宝丽来相机，人们给它起了一个
更通俗易懂的名字“拍立得”。拍立得相机
结构看起来比较复杂笨重，“咔嚓”一声之
后，一张有宽大白边的照片缓缓地从相机
口吐出，几分钟后，画面缓缓呈现。这种即
拍即得的摄影技术，在当时受到了全球范
围内的追捧。而在数码相机大行其道的当
下，宝丽来因其较高的相纸成本渐渐淡出
历史舞台，只在少数爱好者中流行，其收藏
价值远超实用价值，成为适合把玩珍藏的
物件。

走进“精彩”小店，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墙
各式各样的宝丽来相机，让人惊叹不已。“我
买第一台宝丽来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年我
读高三，在杭州画室学画画，买的是Polaroid
2000系的。”虞基回忆说，2012年2月校考结
束后，他有很多空余时间，便陆陆续续又购进
了几台 Polaroid 600 系的相机。从那以后便
一发不可收拾，他逐渐加大了相关投入，开始
选择更高规格也更稀有的产品。

随着对宝丽来相机的进一步深入了解，
虞基越发着迷。若说一开始他只是抱着玩玩
的心态收集宝丽来，那么在深入了解之后，他
更为宝丽来相机超前的科技水平、设计理念
及历史价值所吸引。“宝丽来所采用的科学技
术和外观设计，在当时乃至当下都非常前卫，
堪称高科技。而相机本身，在我看来也是一种
超越时空的存在。”虞基说。

初探
无心玩出新天地

目前，市面上有许多拍立得相机，形
形色色的外观、不同的功能效果成为各路
商家的卖点。而虞基依旧钟情宝丽来，从早
期的风琴机到中后期的 Polaroid 600 系、
Polaroid 70系，他都有涉猎。

复古风琴机是宝丽来相机早期的一种
机型，也叫皮腔机。风琴机，机身的皮腔宛
若风琴一般可以折叠。1963年，Polaroid公
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具有电子快门的自
动风琴机 Model 100，之后再发展到专业
手动风琴机。设备持续更新迭代，而宝丽来
风琴机在很多专业摄影师心中却一直占据
着很重要的位置。基于风琴机的价格相对
较低、相纸选择性较多、玩法多样等的缘
故，近期又开始流行起来。

虞基收藏的相机中Polaroid 600系与
Polaroid 70系是主力军。在他看来，这两类
机型的种类多、品相丰富多彩，较有收藏价
值。其中，更为珍贵的是宝丽来与各界品牌
合作的联名款。“宝丽来与大品牌出联名款
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例如与迪士尼
联名的相机，造型就比较奇特可爱，更能吸
引小朋友。”虞基介绍。

此外，他还收藏了不少稀有版本的相
机，尤其是宝丽来早期生产中较为珍贵的
彩色相机。花费多年，他陆续收集到了蓝、
绿、红、黄等多色系相机。“上世纪中叶由于
彩色塑料较脆，制作更为困难，所以市面上
多为黑色机。”角落里的Polaroid 600系透
明款，是虞基最喜欢的相机，这是一台工程
样机，全球限量20台。此外，陈列台上成对
摆放的Polaroid 600系蓝色与绿色相机也
是他的心爱之物。

收藏宝丽来多年，虞基大多通过海淘
等途径入手藏品，收藏之路必定不会顺风
顺水。交谈中，虞基讲述了自己在海淘过程
中被涮的经历。“那是一款和可口可乐联
名的宝丽来相机，只有可口可乐公司内
部员工才有。我找的卖家是一位法国可
口可乐公司的退休老员工。好不容易将
机子拿到手，经过细节比对后，却发现是
假货。”尽管虞基也通过相关途径申诉维
权，却未能如愿。这一次的海淘经历也为
他敲响了警钟，此后他更加小心谨慎，入
手前尽量多翻阅资料、与朋友探讨交流，
尽可能地规避假货。

钟情 寻寻觅觅为所爱

于小店中四顾，除了几乎放不下的
宝丽来相机，更有一面挂满了拍立得照
片的照片墙。虞基告诉笔者，一开始上面
挂的都是自己拍摄的照片，到后来参观
者们也纷纷留下照片。得益于“精彩”接
地气的定位，无论是游客还是专业人士
都能在这间小店里自得其乐，感受宝丽
来的魅力。

对于宝丽来相机，普通人的直观印象
可能是“立拍可取”“精致复古”等，而当真
正拥有一台后，便会发现“相纸比相机还
贵”。虞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第一台宝
丽来相机当时花费了200多元，而仅一盒8
张容量的相纸就要230元。在他看来，越昂
贵的成本越会让拍摄者珍惜自己的摄影作
品。虞基拍摄的大多数拍立得作品，都被妥
帖地收纳在一个箱子中，那一个个被定格
的瞬间，早已成为他收藏道路上最有滋味
的回忆。

“拍立得相纸须干燥保存，否则表面的
液体会结晶。70年代改进成二合一的相纸
后就方便很多，但最好还是做到避光保
存。”见笔者拿起一叠相纸，虞基介绍，“宝
丽来相纸品质、尺寸多样，对于即拍即得的
相机来说，相纸承担着‘滤镜’的功能。不同
种类的相纸拍出来的照片颜色也不一样，
有发红、发蓝、发黄的，也有不同曝光度的
黑白色。”

“或许正是因为它复古多变的色调，以
及它带来的如同火锅热气般的温情回忆，
才让我对它一往情深吧！”虞基如是说。

滋味 越藏越醇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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