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知识

青海玉，顾名思义是产地在青海的软玉。产出地段
属昆仑山脉东伸入青海省部分，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
西南、青藏公路沿线100余公里处的高原丘陵地区，西
距新疆若羌境300余公里。青海玉与且末、若羌等地产
出的和田玉在地质构造背景上极为相似，在矿物成分、
硬度、产状、组织结构特征上基本相同。

青海玉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每
公斤只有几毛钱，上好的每公斤也就几百元，因为价值
低廉，很多经营者拿它来冒充和田玉出售，以至于很长
一段时间青海玉的口碑都不好。1999年以后，由于新
疆和田玉的资源几近枯竭，青海玉的市场占有率不断
攀升，价格也不断上扬。对于青海玉来说，真正的机会
出现在2008年，北京奥组委正式确定，北京奥运会所
需3000多枚“金镶玉”奖牌全部使用青海玉。也许是嫌
青海玉以前名声不好，一夜之间换了个好听的名字“昆
仑玉”，这个名字伴随着奥运奖牌声名鹊起，名扬海内
外。奥运以后，青海玉的价格一路飙升，目前国内玉器
市场上每公斤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上好的更是达
到十几万元的高价。

青海玉有开发规模的矿点主要有三处。三岔河是
昆仑玉的主产地，早期的黑皮料和土皮料多产于此，由
于其颗粒细、颜色白、油性足深受消费者喜爱，该矿除产
出大量白玉外，白加黑、烟紫、紫罗兰色均是人们喜欢的
品种；托拉海沟玉矿所产糖包白具有白而不透、颗粒细
的特点，目前是收藏者追逐的品种，该矿点所产“鸭蛋
青”玉质也相当好；小灶火所产青玉由于颗粒细、油性
足，已被市场广泛接受，扬州人将其命名为“碧青玉”，该
矿点所产糖包白、黄料也不乏优秀品种。我们有理由相
信，随着勘探力度加大，更多优秀品种将被发现。

青海玉是一种由微晶透闪石集合体构成的单矿物
玉石，透闪石含量多数大于99%，杂质矿物较少。青海
玉按照产出状态来分以山料为主，少量的山流水料和
戈壁料，但未发现有籽料产出。

青海玉按照颜色来分有：
1.白玉。青海软玉的主要品种，也是产量最大的品

种，颜色变化较丰富，有灰白、青白、蜡白色。由于结构
稳定细腻，透明度明显好于和田白玉，当然也不乏油润
度较好的青海白玉。白玉中还有一种带浅翠色的玉种，
其绿色特征似嫩绿色的翡翠，与青玉、碧玉的绿色有明
显不同，这部分绿色软玉很少单独产出，而是附于白
玉、青白玉原料的一侧或形成夹层、团块分布。其制成
品大多在白玉、青白玉雕件上形成俏色，青海带翠玉以
其稀少的数量和独特的创意空间，将成为玉器收藏的
热点。

2. 黄玉。青海玉中的黄色玉多为山料，透明度较
好，但产量不多。

3. 青玉。与和田青玉颜色基本相同，绿中带灰黑
色，色调较闷暗，半透明，质地细腻，油性好。

4.碧玉。青海碧玉与其他新疆碧玉、俄罗斯碧玉相
比，在颜色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它的颜色显得不那么
鲜明，有点发闷的感觉。

5.墨玉。与和田玉一样，青海玉中也有墨玉。因为
玉中墨色含量多少的不同，墨玉的颜色也有深浅。青海
墨玉中有一种灰紫色的玉，半透明，质地细腻滋润，成
色好的呈紫罗兰色，也相当漂亮；还有一种青灰色玉，
有人称之为“烟灰料”。这两种玉色可归到墨玉的范畴，
只是含墨量多少的问题。

6.糖玉。青海玉中也有糖色玉品种，主要为浅黄褐
色比较均匀的糖色浸染和斑点状的黑褐色糖。

来源《江南时报》

青海玉分类知多少

收藏故事

梅花以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予人激励。历代
咏梅画梅者层出不穷，留下大量歌颂梅花的诗词书
画。明代画家王谔的《踏雪寻梅图》，描绘隐士于凛冽
寒冬在深山里寻找梅花的雅事。

踏雪寻梅梅未开，伫立雪中默等待。踏雪寻梅的
故事讲的是唐朝诗人孟浩然。孟浩然早年有志用
世，曾两次赴长安赶考应试，求取功名，然而都榜上
无名。后又漫游求仕，屡遭挫折。在仕途困顿、痛苦
失望之后，他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孟浩然在长
安参加科考期间，与王维结交为挚友。有一次，他与
王维同作梅花诗，他总感觉王维的咏梅诗句胜自己
一筹，于是向王维请教。王维说：“万千字词任其用，
诗之精灵在四周。”孟浩然听后深受启发，决心到深
山里看看真正的梅花，品味其性格和气节。然而梅
花却是在寒冬腊月里凌雪开放，往往又是人迹罕至
的深山。孟浩然在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之时，进山寻
找梅花，白雪皑皑之上留下一串串足迹。人们见状，
问他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他抬头乐呵呵答道：“我
在这里寻梅。”于是“踏雪寻梅”的典故由此被世人
津津乐道、口口相传。

王谔的《踏雪寻梅图》描绘的场景是：巍巍雪山，
银装素裹，层峦叠嶂，奇峰林立。大雪覆盖下的贞松劲
柏挺拔苍翠，生机勃勃。前景的两株古梅盘根错节，主
干粗壮，树冠枝丫重叠，虬曲刚劲，大雪之下梅花点
点，暗香疏影。一主三仆，顶风冒雪，步履维艰，在崎岖
的山路上行进。生动描绘了雪天深山寻梅的情景。此
图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纵106.7厘米、横61.8厘
米。款署：“臣王谔写”。钤“御府图绘之记”朱文印。画
面另钤有“弘治”“广运之宝”“陈履平印”“东林清荫”
等鉴藏印多方。

王谔，字廷直，浙江奉化人，宫廷画家，从艺活动
约在明朝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孝宗弘治元年（1488）
以绘事供奉仁智殿。王谔一生主要学习南宋马远的画
法，就其画法当属浙派。构图上大胆取舍剪裁，主景往
往仅取山之一角、水之一涯，且置于一隅。画面上让出
大块空白以突显主景，跟主景形成虚实相生之状，予
人以玩味无尽的意趣。画树石多着烟雾之态，势如泼
墨。《踏雪寻梅图》山石棱角方硬，树干虬曲苍劲，山
体、坡石多用大斧劈皴，构图上接近马远的“马一角”
特征。

《踏雪寻梅图》的
文人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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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立夏已过，雨季将临，
闷热的天气令人体内生
湿，易造成消化不良、感
冒、疲劳等不良反应。在广
东，人们常在做菜时加入
陈皮，以抵御气候潮湿的
影响。但在义乌，我们一般
只会在中药铺或是麻糖制
作中见到陈皮的身影。近
年来，随着喝茶养生意识
的提升，陈皮茶也开始逐
渐进入义乌人的视野。那
么，你了解陈皮吗？近日，
笔者寻访到了一位陈皮收
藏爱好者，听听他对陈皮
的见解。

陈发华来自福建，2010年来到义乌经营茶
行，白茶、花茶、陈皮茶等都是他的心头好。“你
还没喝过陈皮茶吧？我给你煮一杯尝尝。”笔者
刚落座，他便起身拿出了珍藏的十年制陈皮，掰
成数块后投入壶中，“你看这陈皮中偶有橘蒂，
煮茶时记得摘去，这样煮出来的口感更好。”在
袅袅清香中，陈发华将他初遇陈皮茶的故事娓
娓道来。

每逢春夏交替，气温忽高忽低，陈发华总是
深受感冒伤风的困扰。2015 年，在朋友的推荐
下，他尝试喝了一种以新会陈皮煮制的陈皮茶，
发现这种茶入口甘醇、香甜，不仅有果香味，还
有止咳化痰、理气和中的功效。

从那以后，陈发华便对新会陈皮兴趣盎然，
在深入了解和研究后，从中窥见了新会陈皮的
收藏价值。

市面上的陈皮根据产地分，有新会核心产

区的陈皮、非核心产区的陈皮和其他地区生产
的陈皮，即新会陈皮、广陈皮、陈皮三类。

“真正拥有药用价值的是广陈皮与新会陈
皮，其中以新会陈皮为最佳。”陈发华介绍，古今
众多医学论著都有明确的论述，需用新会陈皮
入药，《中医药大辞典》中张寿颐曾说过：“新会
皮，橘皮也，以陈年者辛辣之气稍和为佳，故曰
陈皮……”历代名医中，也有多位大师以新会陈
皮入药，其中清代大医师叶桂所开的“二陈汤”，
曾笔注指定要用“新会皮”。

捧一杯陈皮茶细品，橘红色的茶水入口回
香甘甜，毫无苦涩之味。陈发华介绍，陈皮茶需
用沸水焖泡3分钟后才能出味道，并且冲泡十
多次茶仍回甘香滑，无苦涩味。在陈皮收藏界有
这样一句行话：“一品，二藏，三投资”。也就是
说，甘醇的口感以及优质的营养价值只是陈皮
的第一重价值，另外还有收藏、投资的价值。

一杯茶喝出收藏价值

为何新会陈皮如此珍贵？新会地区特殊的
地理条件孕育了不同凡响的新会陈皮原料——
新会柑。新会天马、茶坑、梅江、东甲、西甲被称
为是新会陈皮的核心产区，以上五地处咸水和
淡水交界，两岸为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土地肥
沃，有机质丰富，灌溉用水是海水成分和淡水混
合的特殊水质，加上三山环抱的天然屏障，使核
心产区的新会柑具备了其他产区无可超越的品
质，陈皮质量和药用价值也是其他地区的陈皮
无法媲美的。

由于新会核心产地的地域有限，这也造成
了每年新会陈皮产量的固定性，同时由于陈皮
起码需要三年的制作时间，因此广陈皮的产量
也有限。物以稀为贵，新会陈皮的收藏价值立时
凸显。

“新会陈皮之所以珍贵，不仅因其药用价值

高，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陈’，需要多年积累。”陈
发华介绍，“随年份增长，其药用效果增加，所以
陈皮的增值速度随着年份的增长而增长，这是
其他陈皮不具备的一种特质。”

新会陈皮真的是时间越久越有效吗？就这
个疑问，笔者咨询了三溪堂国药馆的主任中药
师张庆平。“从药理来说，新的新会陈皮含有挥
发性，比较辛辣，对脾胃有刺激的作用，放久了
以后，辛辣之气就会挥发，所以新鲜的陈皮都要
过一年才能入药。”张庆平解释，“为什么说新会
陈皮越老越好，首先是因为老陈皮稀少，二是因
为新会陈皮含有挥发油成分多达24种以上，黄
酮类成分也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陈皮。放久了以
后，黄酮类成分会发生变化，大分子转化为小分
子，具备更高的营养价值，可以对人体起到更好
的治疗作用。”

新会陈皮物以稀为贵

在陈发华的收藏中，新会陈皮按年份分为
5年皮、10年皮、15年皮以及20年皮。“按年份
的不同，陈皮的色泽、质地、油光都会不同。”在
茶桌上，陈发华将5年皮、10年皮、15年皮一字
排开，三种陈皮皆呈现类似三朵花瓣的形状。

“这是因为新会陈皮炮制时大多采用‘两刀三
瓣’的方式将柑皮切开剥离果肉。”陈发华解释，
年份不同的新会陈皮香气与口感也大不相同：
细嗅这三片陈皮，5年制的陈皮有股浓浓的柑
橘类果香，撕开一小瓣，闻之愈香；10年以上的
老陈皮，则开始散发药香味；15年的陈皮果香
味更加淡，药香味更为浓郁。

据介绍，作为一种自享与投资皆可的收藏，
新会陈皮的价格以20%的增幅按年份上涨，5年
的新会陈皮价格大约为3600元/斤，15年的新
会陈皮，一斤价格则达到上万。“上世纪 90 年

代，一场严重的黄龙病几乎毁掉了新会所有的
柑树，所以市面上15年以上的新会陈皮数量极
少，价格高昂。年份达到20年及以上的陈皮，很
少有人会直接泡茶，都是当作私家珍藏，不轻易
视人。”陈发华介绍，“所以‘一两陈皮一两金，百
年陈皮胜黄金’这个说法一点不假。”

目前，在许多拍卖会上都可以见到新会陈
皮的身影，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以高价开拍屡
见不鲜，30年以上的更是有价无市，难得一见。

作为资深的茶叶收藏爱好者，陈发华也分
享了自己的收藏心得——“买新喝陈”。5-10年
的新会陈皮价格尚可，不如先购入收藏，保存数
年后就成了高年份的陈皮，或出手盈利或泡茶
自享都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同时还可继续购
入低年份陈皮……如此循环，既能保证投资稳
健，又可自享美味，两全其美。

“买新喝陈”愈久弥香

陈皮茶以煮泡为宜，更具营养价值

5年陈皮

10年陈皮

15年陈皮

受阳光雨露滋润的新会柑

两刀三瓣剥离柑橘皮

日光晾晒陈皮

各种年份的陈皮色泽稍有不同。(从右往左年份依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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