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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起，古典家具作为家居
陈设，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海南黄花梨作
为中国明代和清代早期最受推崇的木料，
一时间显得尤为珍贵。

海南黄花梨本身色泽黄润、材质细
密、纹理柔美，因而受到了明清工匠的喜
爱。“特别是士大夫与文人，他们对海南
黄花梨木打制的家具异常宠爱。而这一

时期的花梨木家具，无论从艺术审美、还是
人工学的角度来说，都无可挑剔，可以说是
世界家具艺术中的珍品。”据收藏者介绍，
在明代之前，海南黄花梨是极其名贵的香
料。在明代，皇室家族、达官贵人在厅堂摆
设几件黄花梨家具，即使不焚香，房内依然
香气四溢。

海南黄花梨木做的家具，很投合中国人
的审美情趣。明代是中国家具艺术出现飞跃
式发展的历史时期，家具的形式与功能日趋
完美统一，明代黄花梨家具更将中国家具艺
术带入化境。同时，海南黄花梨木自然天成，

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瑰宝，经过打磨修饰，自
然是艺术的精品。

盛世才有收藏。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
前，收藏只是少数达官贵人、富豪大绅的事
情，平民百姓少有问津。然而，随着社会的进
步，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现在的收藏已
进入寻常百姓家。“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她
看中一件好的东西，会尽最大力量把它买回
来。”贾春芳告诉记者，她进行收藏，只是为了
爱好，纯粹出于喜欢。因为喜欢，而买来保护。
她认为，每一件收藏品都有与众不同的风采，
都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

□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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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丽珍 文/图

海 南 黄 花 梨

是目前世界上最

珍贵的硬木之一，

堪称“木中之冠”，

是真正意义上的

“木黄金”，都说“世

界花梨看中国，中

国花梨看海南。”

在 收 藏 品 市

场 二 楼 ，有 一 处

店铺，门前有一对

石狮子，这里摆设

着玉器、陶瓷、根

雕，外行人看不出

店中的玄机。直到

店家贾春芳将珍

藏的海南黄花梨

藏品一一介绍，你

才会惊叹，如今的

人热衷于了解文

玩、收藏文玩，是

由于从中能获得

文化的乐趣。

据《中国树木志》记载，野生海南黄花
梨产于海南岛上除万宁、陵水、五指山市以
外的各市县，其中白沙、东方、昌江、乐东、
三亚、海口为主要产区。它们一般生长于海
拔350米以下的山坡上。名贵的海南黄花
梨则主要生长在黎族地区，其中尤以昌江
王下地区及保亭的海南黄花梨最为珍贵。

“我接触海南黄花梨有 30 多年了，因
为我丈夫是木匠出身，对各种各样的木料
都有研究，后来机缘巧合接触到了海南黄
花梨。”就这样，贾春芳一直专注收藏、把玩
海南黄花梨，并成为一位资深藏家。

“文案、书柜、门板……我这里收藏的
黄花梨物件，无一不是从民间收来的。”贾
春芳向记者介绍起她的“宝贝”，如数家珍。

虽然如今黄花梨贵比黄金，但贾春芳
认为，“任何木料都是为人服务的，除此之
外别无任何用处，黄花梨也不例外”。

多年来，醉心收藏的她也总结出一套辨
别黄花梨的经验：首先看纹理，海南黄花梨
表面有“无穷无尽”的山水纹和大枝纹以及
鬼脸纹；其次掂重量，海南黄花梨的密度较
大，比较沉；再次闻气味，海南黄花梨劈开或
焚烧时会散发出一种浓郁的降香味。

“古人拿黄花梨舒筋活血、降血压，点
燃后的花梨木屑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
降香味，满室生香。”回忆与黄花梨相伴的
岁月，贾春芳说，她经历了由喜到痴，最后
终归于平常心的三重境界，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初看山是山，水是水；再看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最后看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一见倾心相逢恨晚

海南黄花梨不易腐烂，它们埋在地里，躺
在山沟涧中，即便外围的木头腐烂了，心材依
然能用，坚硬的材质非常适宜雕刻。

根雕就是最好的体现，它以树根、树
身、树瘤等自生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
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创作出
的艺术形象作品，又被称为“根的艺术”或

“根艺”。
一件取名为“海豚”的根雕特别吸引

人，它的形状像一只海豚，经过匠人的精心雕
刻，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棵碗口粗的树可用材仅擀面杖大小，
真正成材需要成百上千年。这样一个根雕，生
产周期更长。”贾春芳介绍，这件藏品是前几
年收的，收购的黄花梨木料中，基本是老家
具、老木料或者是野外的残老树根。

据贾春芳介绍，选材是根雕制作的第一
步，应遵照稀、奇、古、怪四个特点，而一般只
有生长在恶劣环境中的根材才能满足这些
特点。如背阳生长或生于悬崖峭壁石缝中，
由于光照不足缺土少水乏养分，久长不大，
渐渐变形，年愈久，质愈坚，造型也愈奇崛遒
劲，是根艺的理想用材。

“这件海豚根雕就汇集了这四个特点，
通过匠人的精心雕刻，成就了一件艺术作
品。”她一边介绍一边走向黄花梨木门。

“这件物品是明末清初的海南木门，2.18

米高，厚度是60厘米。我从80年代收藏到现
在，将近40年了。整块门板是孤品，这棵树龄
起码几千至上万年，世上应该很难找到一块
和它一样的门板。”她欣喜地说道，这扇门凝
聚了先人的智慧，做工讲究，设有猫眼，门栓
都是双重的。“门上每一处花纹无一雷同、浑
然天成。”

黄花梨木在明清时期深受贵族和上流
社会喜爱，他们喜欢用黄花梨木雕琢成各种
奢侈品和家具，拥有黄花梨木制成的工艺品
成为明清上流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如今，每一件值得收藏的海南黄花梨成
品背后，都有文玩收藏者挑剔的眼光和工艺
师辛勤的汗水，更接受着时间的考验。

每件作品匠心传承

如今，伴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人们对
自然、平和的向往，黄花梨家具这种极富
静心养身意味的家具再次成为人们关注
的对象。

“此款书柜收藏多年，虽工艺不及如
今，但用料厚实、质地上乘。”贾春芳说，早
在 80 年代，她偶然遇此家具，一见倾心。此
书柜除了六个抽屉不是海黄木料，其他都
是海黄材质。“虽然是明清物件，但做工非
常好，品相也不错。真正的海南黄花梨，颜
色从黄至棕变化多样，花纹自然流畅，无
论制作家具或者摆件，都是极好的选择，
极具收藏价值。”

自然韵厚、低调高雅、简朴而不简单
的元素使得海南黄花梨成为宠儿。那么
这些物品又该如何保养呢？她有自己的
见解：

首先，存放环境要避免长期被太阳直
射和暴晒，以免造成木材龟裂、变形和酥
脆；其次，也不能过度干燥，以避免因干裂

而造成变形；更不能将其放在潮湿的地
方，避免沾水、受潮之后膨胀，影响整体美
观；并且海南黄花梨还须“两防”，防虫蛀、
防鼠咬，木制品经常会遇到虫蛀和鼠咬的
情况，这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黄花梨只是一个文化开启，要经过人
为加工，制作出好东西来才有文化，才有
艺术。然而，海南黄花梨的珍品从明清开
始逐步减少，到了现代已经一木难求。

收藏海南黄花梨制品，与其说是因为
传统文化，不如说是一种时尚风潮，一种
新兴的市民文化。人们自古就对美丽、耐
久、稀有和纯粹有着特别的崇拜，诸如文
房四宝、橱柜摆饰等，种种玲珑巧饰的雅
品，其中的把玩乐趣不尽相同，在极大程
度上丰富了收藏者的精神世界。

文化需要发展、传承，如今明清时代
的海黄家具越来越少。贾春芳说，收藏海
南黄花梨重要的在于留下一笔文化财富
给子孙后代。

坚守只为海黄文化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说是某位书
画家进入流通市场的最大尺幅的一幅作品，拍
出了几千万几亿元的天价。

这类新闻多半是真的，作品精彩尺幅又大
的名家大师之作，当然可以拍出天价。于是在现
实生活中，有的水平不高的书画家，就喜欢在

“最”字上做文章。还真别说，就有一些不太懂行
的藏家上了当。

前不久，一位企业家朋友约笔者上他家赏
画。但见他从保险柜中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画
筒，又小心翼翼地从中抽出一个长卷来，徐徐展
开来给我们观赏。内容画的是罗汉，不同姿态的
罗汉，密密麻麻的，好像在赶集。很遗憾的是，画
者显然只是位美术爱好者，画功实在很糟糕。朋
友还自顾自地在那儿发出赞叹：“有 50 多米长，
这么长的作品哪儿能见？画家本人很舍不得卖，
因为是他这辈子画得最长的一幅力作，后来是
我花重金求来的。”

一些江湖画家以最大、最长来唬人的把戏，
我们还比较容易识别。奇怪的是现在一些美术
学院的博士、教授等，也喜欢弄最大、最长的噱
头，他们拿着扫帚一样粗壮的特制毛笔，穿着五
颜六色的袜子，在特制的超大超白的宣纸上横
拖竖扫一番。如果偶一为之，观者或会有些新鲜
感，至少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新意的行为艺
术。事实上，以大以长为噱头的表演，实在并不
少见，当然，最终出丑的是，终究还是表演者本
人。请看这些年主流媒体对此类现象的诸多批
评，也可明了笔者所言非虚。

吴冠中大师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就大讲特
讲美术作品的“形式美”，不过在吴先生看来，
类似最大最长这种把戏，与“形式美”毫无关
系。他曾在一篇文章中风趣地写道：“我国媒
体很爱宣传最大、最长的作品，我对‘最’很反
感。华君武作过一幅漫画，以晾晒的长长的老
太婆的裹脚布比之某些自夸最长的画作。事
实上，那些所谓的大作品，离开了展馆，就无
处藏身。艺术的最大出路是结合人民的生活
与感情，反观日本画，小幅居多，是适合其家
居生活环境的。”

书画创作者、收藏爱好者，在创作与收藏的
实践中，若能从“老太婆的裹脚布”中得到些启
示，也就善莫大焉了。

闲看

“最的”不一定好

▢ 全媒体记者 龚艳 文/摄

中国古陶瓷是全球众多博物馆、收藏机构、
著名藏家、古玩经纪人等收藏佳选，近年来在各
大拍卖中屡创新高，如过 5 亿的乾隆珐琅彩转
心瓶、2.8 亿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2.2 亿元的元
青花鬼谷下山图大罐等。

古陶瓷好看却并不易玩，随着真品古陶器
资源减少，仿古陶器在古玩市场的比例逐渐增
高，如藏家入行不深，很容易走眼上当，把廉价
的仿古陶器当宝贝，花巨资购买。肉眼辨别局限
性大，最近几年，一种更为科学辨别古陶瓷年份
的方法开始流行，这便是痕迹鉴别。

瓷器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进入了一个熵变
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擦洗、移动、把玩、风
吹日晒，摆放环境等，各种物理化学变化在瓷器
身上留下了岁月自然之痕迹，随着时间的变化
而变化，这种痕迹无法复制。去年，中国古陶瓷
痕迹鉴别大数据库建设项目通过国家验收，其
采用数字化技术装备，创立中国古陶瓷痕迹鉴
别方法体系：一是建立中国古陶瓷标准痕迹数
据库，通过集中管理和数据共享，便于古陶瓷数
据输入输出和检索等；二是开发研制自动、准
确、排它的中国古陶瓷痕迹比对、研判和鉴别系
统；三是建立中国古陶瓷痕迹鉴别线上、线下服
务体系。

在义乌收藏品市场，该项目义乌工作站负
责人楼先生拿出一份北宋官窑莲口洗的检测报
告。从报告上清晰可见，藏品按照一镜三痕检测
法，通过微生物侵蚀死亡气泡、次生硅酸盐侵蚀
死亡气泡、物理侵蚀死亡气泡等自然老化痕迹，
并结合行为痕迹、意识痕迹、形象痕迹，最终得
出结论。

“时间不会骗人，陶瓷自然老化和故意做
旧，肉眼不一定能发现，经验不一定就是正确，
但科学一定会说真话。痕迹检测，可为古陶瓷验
明正身。”楼先生说。

痕迹检测
为古陶瓷“验身”

接受检测的北宋官窑莲口洗

收藏随笔

茶几

根雕

海豚根雕

书柜

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