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赏石

鉴宝专家：这是广西蜡石，

因石表层内蜡状质感色感而得

名。蜡石由于其地质形成过程

中渗杂的矿物不同而有黄蜡、

白蜡、黑蜡、彩蜡等不同品种，

是较为普遍的观赏石。该石造

型类似山川，神态自然。

收藏市场

紫金砚的前世与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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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砚、端砚，大家都很熟悉，可是紫金砚似乎许多人还比较陌生。其实，历史上众多文人追捧过

“紫金砚”。在“绝迹”一段时间后，紫金砚重新登上了艺术的殿堂。 葛娟

紫金砚没有歙砚名气大，

但市场上类似造型、雕工的紫

金砚，价格整体上高于歙砚，

这 是 什 么 原 因 ？ 戚 良 伯 介

绍，历史上寿州战乱不断，清

代时紫金砚的制作技术失传

了，导致它很长一段时间不为

人 所 知 晓 。 后 来 ，他 研 究 古

籍，寻求名家，终于重新让紫

金砚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且频

频获奖。此外，紫金砚的石料

来源于紫金石，紫金石已经是

稀缺资源了，而适合做紫金砚

的石料只是原黄河故道一段

下面的石料，珍稀性决定了它

的价格。
鉴宝专家：邢小山其作品清

新、质朴，给人宁静致远，返璞归

真之感。该作品用笔简练，工艺

独特，通过高温窑变釉达到想要

的艺术效果，给人以轻松、愉快

的视觉享受。

邢小山牡丹盘

收藏视野

第一套人民币是在 1948

年 12 月 1 日印制发行的，到

1955 年 5 月 10 日就停止流通

了，因而发行时间极短，仅仅

七 年 。 第 一 套 人 民 币 发 行

后，原来流通各个区域的都

停止流通，并按一定比价全

收回。

作为解放后发行的第一套

人民币，其收藏价值之高不仅

在于时间，更在于其历史意

义。第一套人民币在图样题材

上富于生活气息，多为自力更

生的画面，涉及农业、经济、建

筑业等范畴。第一套人民币共

有12种面值，62个版别。

千元版第一套人民币种类

比较多，有“三台拖拉机”图、

“钱塘江大桥”图、“牧马”图等

多种，这些种类中尤以“牧马”

图版最为有价值，其收藏价值

现在高不可攀。此外，“伍佰

元”的“瞻德城”和“壹万元”的

“骆驼队”收藏价值也较大。

我省举办女书法家作品展
日前，在亚明艺术馆，安徽

省女书法家协会组织我省女书

法家为市民带来了一道小品书

法盛宴。

姜秀真、林玉英、陈萍、韦斯

琴、杨兴玲、柴立梅、韦明升、吴

敏等四十多位女书法家120多幅

书法小品如同跳动的音符，在包

河畔演奏一曲动听歌谣。

艺术动态

歙砚、端砚、澄泥砚、洮河

砚是四大名砚。紫金砚是什

么样的砚呢？

紫金砚是用紫金石制成

的。据记载，开掘紫金石制

砚，始于汉，盛于唐，大量收藏

于宋。北宋宰相杜衍之孙杜

绾所著《云林石谱》有载：“寿

春府寿春县，紫金山石出土

中，色紫、琢为砚，甚发墨，叩

之有声，余家旧有风字样砚，

特轻薄，皆远古物也”。大书

法家米芾在他的传世书法作

品《紫金帖》中曰：“新得紫金

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

不来，果不复用此石矣！”目

前，台湾故宫博物院宫廷贡单

列第一者即为紫金砚。

紫金砚石料是紫金石。

紫金石含钙量很高，而且含有

锶、钼、钾、碘等多种人体必需

的矿物元素。它以“质坚、润

泽、发墨”三美丰韵天成。种

类有紫金、鱼子红、月白、黄金

带、紫金带等十一种之多。北

京“荣宝斋”古砚专家韩度权

和原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

物院院长吕济民先生评价紫

金石：“质坚下墨泽润，三美风

韵天成”。

历史上，包括苏轼在内的

文人墨客、王公贵族争相收藏

紫金砚。在唐朝，紫金砚是宫

廷贡品。那么，紫金砚到底产

自何处？有人说淮南，有人说

寿县。安徽紫金砚非遗传人

戚良伯说，紫金石出自寿县境

内的八公山，当然是寿县的，

但两地都在名目上争夺，市场

亟待规范。“要重视对非遗项目

的扶持和保护，合理有序地开

发紫金石资源！”戚良伯呼吁。

多种典籍记载紫金砚

紫金砚出自何处？

“壹千元”版第一套人民币

紫金砚价格怎高于歙砚 ？

笔者日前就芜湖江南国

际综合市场／芜湖•中国米

市项目专程采访了董事长王

善记先生。王善记告诉笔

者，该项目是安徽省“十二

五”粮食市场建设的重点项

目，是芜湖市委市政府“十

二五”扶持的二十一重点项

目和南陵县招商引资重点三

产项目，被中国商业联合会

市场商品交易专业委员会，

授予唯一的“国”字号米市

——“芜湖•中国米市”铜

牌。项目用地325 .6亩，建

筑面积30万平米，总投资7.5

亿元，分两期完成。第一期

215亩，20万平米于2010年

11月份动工，2011年 11月建

成开业平米12万多平米，日

前7万多平米面积在建，已

投资3.2亿元，第一期年工程

2012年底完工；第二期用地

110亩，10万平米，今年上半

年供地，预计 9 月份动工，

整个项目在2014年底前全部

完成并开业。

王善记说，此项目自

2011年11月8日试营运以来，

经营秩序及经营状态良好，

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其

中：大米区签约率达90%，

入住88户，主要经营大米、

面粉、粮食制品和粮食深加

工产品。其中：国家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省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5家，

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

家，县级大米企业23家，自

营户39家；皮革区签约率达

81 %，入住92户，主要经营

服装鞋帽及皮革制品：服装

区97间商铺将于今年3月底

开始试营业；五•一期间其

小商品、装饰、日用百货等

业态200余间将全部开业。

自2011年5月份，商铺

第一期开盘以来，商铺销售

非常成功。南陵及周边（芜

湖、宣城、铜陵等）市、县

投资者纷至沓来，商铺销售

异常火爆，至今年2月底，已

经销售8万多方。创造了皖南

商业地产销售的空前业绩。

王董事长同时告诉笔者，

他之所以来南陵县投资，理由

有两点：其一，他未来投资之

前，先后对全国几大米市进行

了周密细致的考察，特别是全

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后，这

些米市生意都相当火红；其

二，南陵的大米加工企业做得

很好，米业人对南陵大米的加

工赞不绝口，素称“芜湖米

市、南陵粮仓”。这里还有一

个故事，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

的爷爷曾经在这里创办了远近

闻名的米行——“云谷堂”，

利用水路把南陵的大米销往全

国各地。因此在南陵投资建设

一个在全国性的中国米市，即

以大米为主的一个综合性国际

市场决心已定。

中国大米市场的领头羊
————记芜湖江南国际综合市场／芜湖•中国米市董事长王善记

王善记董事长简历
王善记，浙江温州人，1954年生，中共党员，曾任公

务员。他于1975年元月入伍，在铁道兵三师服役，部队

的艰苦环境锻炼了他的坚强毅力和执着精神。部队转业

后，他曾经在供销社、学校工作过，先后任过乡镇长、党委

书记，担任过县交通、统计、供电、科技局的主要领导职

务。2003年离开领导岗位后，先后在上海、山东、宜兴（中

国陶都陶瓷城）、杭州、安徽南陵等地开发，他有丰富的社

会经验和广泛的阅历。相信芜湖•中国米市的成功问

世，将再续芜湖米市的辉煌，开创中国米业盛世！

（龚明亮 曹开发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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