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一位多年从事仿古玉器

行业的张老板。

“几年前，蚌埠经历过一次疯狂的涨工资大潮，

甚至有玉器厂在一周之内月工资上涨2次，涨了

5000多元。”他回想那时仍心有余悸，“那时的蚌埠，

不说是全国工资最高，但是一定是全国涨工资速度

最快的。”

据他介绍，现在蚌埠玉雕和做旧师傅的工资很

高，几千元的月薪已经很少了，一般都在1万多元，

甚至月薪2万元以上也并不稀奇。

此外，仿古玉用的都是残次玉，做出来也只是

一些低档次的工艺品，因此很难卖上高价。高工

资、低档次、低利润，加之外界对蚌埠仿古玉的误

解，使得近年来蚌埠仿古玉越来越难做，近些年，蚌

埠许多玉器作坊纷纷倒闭。

同样的说法，记者在成成那里得到了印证。

“2012年，蚌埠就有至少1/4的仿古作坊、企业

陆续倒闭。”成成说。

他认为，蚌埠玉器行业需要由仿古向高精尖艺

术品转型，但转型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经营户无法

解决，发展遇到了瓶颈。

“这是需要历经的一个长期阵痛，至少也要

好几年的时间，很多作坊撑不下去，就只能倒

闭。”成成说。在蚌埠，仿古玉雕曾是几万人赖

以生存的行业，而如今面临的问题使得转型迫

在眉睫。

2013年1月14日 星期一
编辑殷艳萍 | 组版刘玉 | 校对刘洁

06 深读·真相

曾6万从业者、20亿年产值的蚌埠仿古玉市场，却一年倒闭1/4

探访揭秘之仿古玉盛衰

蚌埠不产玉石，却是全国最大的玉器集散地之一，更被称为全
国最大的仿古玉市场。据蚌埠官方数据显示，该市从事仿古玉雕的
人员最高峰时达到6万人，年产值超过20亿元。

然而如此庞大的一个产业，却因各种因素开始萧条。据业内人
士称，仅2012年，蚌埠市仿古玉作坊、企业就有1/4陆续关闭，其中
当年下半年，北工地市场就有600多家作坊关闭。原因何在？

近日，记者来到蚌埠，揭开当地仿古玉市场兴衰的神秘面纱。

1月5日上午，记者来到蚌埠市最大

的玉器集散地——光彩大市场，数百家

大小玉器店坐落于此。在市场深处的

“玉博馆”，记者见到了蚌埠市博物馆副

馆长辛礼学。

“1958年，蚌埠成立玉雕厂，吸引来

自全国各地的玉雕工人来到这里，并培

养出一批技艺精湛的玉雕师傅，蚌埠玉

器因此盛极一时。上世纪80年代，蚌埠

仿古玉就有了非常高的声望和工艺水

平，并逐渐受到市场的追捧。玉器供不

应求，年轻人学艺成风，各种玉器作坊、

企业成立，蚌埠因此成为全国闻名的玉

器生产加工和集散中心。”辛礼学介绍，

当年的玉雕工人们，通过师徒相授逐渐

壮大，并成为今天全市数千家古玩玉器

生产作坊的技术支撑。最高峰时，生产

经营商家4000多家，直接从业人员达6

万人，每年产值超过20亿元。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市场需求？蚌埠

市玉雕协会秘书长成成介绍：“一方面文物

稀有，使得许多收藏家转而收藏仿古玉器；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大陆人到了

台湾，他们热衷于从大陆收集仿古玉，以寄

托思乡之情和对中国古文化的眷恋。”

到底是怎样精湛的技艺，吸引全国

各地人士慕名涌向蚌埠？成成告诉记

者，奥秘就藏在当地几千家玉器作坊里。

曾经：盛极一时，产值20亿

5日下午2点多，在成成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位于蚌埠市太平街附近专门从

事玉器做旧的华海玉器市场。

走进巷子，只见路两边排满了大大

小小的作坊门面。记者来到其中一家作

坊。这是一间面积不足30平米的老式堂

屋，正面摆放着一张大木桌子，近百件颜

色斑驳的玉雕作品被整齐地码放在木桌

上下。

一位瘦瘦的朱师傅，一边费力地把

一件玉雕貔貅搬进大烤箱，一边向记者

介绍：玉器雕刻成型后，要用手工进行细

致的二次雕刻，再放在300多度的高温烤

箱中烘烤。“烘烤时间要根据材质决定，

短的烤3、5分钟，长的就说不准了。”朱师

傅说，经高温烘烤的玉石，裂纹会张开，

再放进颜料池里浸泡，以达到古玉所特

有的沁色效果。这些颜料都是各家自己

调配，配方从不外传。

“泡完之后，还要放进烤箱继续烤。”

话音刚落，朱师傅便打开烤箱，把一件经

过二次烘烤的玉雕貔貅拿出来，用毛笔

蘸着墨水一样的颜料给它点上颜色，并

不时用布擦拭，以控制其沁色面积，如此

反复多次。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记者问。“这

个就像是给它化妆，哪一块颜色不对了，

给它补点。”朱师傅说，看似简单，但不同

的手艺点出来的效果也相差甚远。

化妆之后呢？朱师傅指着门前的一

位高个子师傅：“喏！下一步就是他的工

作——打磨、打蜡、抛光。”记者绕过门前

积水，见他正熟练地为一件“化过妆”的

玉雕进行打磨，然后打蜡，接着又用毛巾

细细地擦拭，以达到抛光的效果。

朱师傅告诉记者，最后一步也是最

关键的就是包浆。“有的会用兽皮、棉布

去磨，而更多的是手工和机器配合用棕

毛刷进行包浆。把蜡煮成液体，涂抹在

玉的表面以掩盖瑕疵。”师傅说，这一步

很关键，因此也从来都是秘不示人。

他指着店里的一座高约2米的玉石

虎雕，原石已经值8万多，花了2个月时

间做旧，他开价不过10万出头。朱师傅

很坦然：“这是传下来的手艺活，挣的是

辛苦钱，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精品玉器雕刻

揭秘：技艺精湛，令人咋舌

6日上午，在一位业内人士的带领下，记者来到

蚌埠市区一条小巷深处的贵和玉器厂。老板郭兴

亮告诉记者，它是蚌埠市唯一一家给省博物馆做复

制品的仿古玉器厂。

郭兴亮说，他做了15年的仿古玉器，前期总是

亏得多赚得少；几年之后，生意慢慢有了起色；直到

2年前，经省文物部门批准，他得以给省博物馆做文

物复制品。

“地方出土的文物很多要被国家博物馆收走，

地方博物馆就需要一些复制品，以便市民游客参

观。”他说。此前，郭兴亮接到省博物馆邀请，复制

一把凌家滩出土的文物勺子。

“勺子看似简单，但对工艺要求非常高。为做这

个，我前后到省考古研究所跑了6趟，反复对比观察，

前后失败断了9把，到第10把才成功。”他说，做那把

勺子所得工钱是1000多元，但花费却远不止这个数。

“肯定是亏了，但那次我不图挣钱。”郭兴亮说，

这些年，蚌埠精湛的仿古玉工艺总是背上“假文物”

的“黑锅”，他希望通过给博物馆做复制品，来显示

蚌埠仿古技艺存在的价值。

2年里，他被多家博物馆邀请制作文物复制品，

有南京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馆、台湾博物馆等。还

曾受邀仿制春秋钟离国国王随身玉环，并被作为礼

物送给外国友人。

“我觉得做仿古玉不是丢人的事，起码我现在

走到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别

人，这里哪几件是我们蚌埠做的。”郭兴亮说，如今

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博物馆人员慕名邀请他帮助

复制文物。在他看来，仿古玉雕对传播古文化所产

生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价值：可作博物馆里的仿制品

而今：档次低利润低，大量倒闭

做旧的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