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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洛阳再次成为
全国奇石爱好者和收藏家
关注的焦点：中国赏石文化
艺术节与交易会在洛阳轰
轰烈烈地举行了一个多
月，国内10多个省、市的石
友携精品前来助兴，连《今
晚报》总编贾长华、韩国寿
石协会会长金秀卿这样的
收藏大家，都慕名来洛阳

“淘宝”。
来的人各怀心事，各有

目标。不过，既然来到洛阳，
洛阳本土的石头自然都是
他们关注的焦点，名目繁
多、品类各异的河洛玉，更

是洛阳吸引海内外石友的根
源所在。

在洛阳本地精品奇石
展馆中，一块来自栾川的河
洛玉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只见它大如斗，晶莹剔透，
玉化程度很高，一看就是奇
石中的上品。

这是狭义上的河洛玉，
它有多个品种，如鸡骨白、
黄洛玉，产于河洛山区与伊
洛水域，成形的籽料在伊河
和洛河中常见。

为什么说是狭义上的
河洛玉？因为从广义上说，
河洛地区一些特有的玉

（石）种，也可统称“河洛
玉”，如新安、孟津的黄河日
月星辰玉，偃师寇店的牡丹
玉，汝阳上店的梅花玉，栾
川陶湾的黄蜡玉、伊源玉以
及嵩县黄庄的竹叶玉和荷
花玉等。

洛阳观赏石协会副会
长牛耀岑说，河洛玉的概
念是从事雕刻工艺的人以
及部分藏家提出的，也能
成立，因为“这些石头硬度
大多在 7 度以上，且十分
精美”，毕竟古人对玉的概
念定义得很笼统——石之
美者。

□记者 李英杰 文/图

几块埋藏于洛阳深山的石头，有人拿来告诉你“这是宝贝”并开
出天价，你会不会觉得这人疯了？

然而就有人相信，还蜂拥而至，把这些石头所在的河床、山谷，用各
种方法“扫荡”一空，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群疯子？

平常散见于洛阳的一些石头，如今被奉为
宝贝，价格一再被推高到让人咋舌的地步，你会
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疯狂的现象？

现实版《疯狂的石头》如今每天都在洛
阳上演，它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收藏的乐趣、
发财的狂喜，还有繁华背后的隐忧。

深受玩家追捧，资源几近枯竭，“疯狂的石头”背后有隐忧

让河洛玉勇往“值钱”
还需“精雕细琢”

市民陈先生下岗后开始
收藏河洛玉。他的屋里放着
大大小小的塑料桶，几乎让人
无处下脚。桶中浸着的，就是
大大小小的河洛玉。

“这东西值钱吗？”记者问。
陈先生笑笑，拿出一块

鸡蛋大小的石头说，这块籽
料恰好能握在手中，是一块
天生的“手把件”。曾有一个
外地朋友出2000元收购，他
没舍得卖。

陈先生拿出一支强光手
电照射石头的外皮，石头内部
顿时一片光亮，十分通透。他
说，这东西按品类当属栾川黄
蜡玉，千百年来顺着伊河被冲
到了下游的洛阳市区附近。
如今，市区有不少人业余时间
在河道中采集河洛玉，有的人
甚至以此为生。

对他的这种说法，栾川的
郭先生并不认可：“栾川的黄
蜡玉只能冲到潭头镇附近，再
往下游就不可能了。”

郭先生是近年开始收藏
奇石的，因多年从事建筑行业
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他一上手
起点就很高。在他位于栾川县
城西侧省道旁的展厅中，出自
栾川的黄蜡玉、伊源玉以及河
洛玉琳琅满目，件件硕大无朋。

郭先生说，近两年掠夺式
的开采加上栾川“7·24”洪灾
的影响，黄蜡玉资源已经枯

竭。在陶湾镇伊河源头，只有
当地石农手中尚存部分精品
黄蜡玉原石，其余的不是藏于
大藏家之手，就是流落到了外
地。他自己也把主要精力放
在了河洛玉的收藏上。

他指着墙角一块斗大的
白石说：“这块河洛玉，纹路天
然，质地均匀，样式奇特，曾有
个郑州人一眼看上，当时就要
给我5万元现金，但我没卖。”

如今河洛玉被热炒的状
况，和二三十年前冷清的情形
形成了鲜明对比。牛耀岑说，
20世纪80年代，玩石头的人
很少，他遍寻洛阳城，只找到
五六个知己。后来，石友发展
到十几个人，他有了办奇石展
的想法。

1990年年底，牛耀岑和
石友们为奇石展忙碌起来，时
间定在来年农历正月初一，地
点就在王城公园。那场奇石
展让观众大饱眼福，不少人开
始收藏奇石。

1991年，洛阳市石玩艺
术研究会成立，并于同年举办
了洛阳市第一届石玩艺术大
展，邀请全国各地的奇石玩家
来洛参观交流。

一名台湾商人见洛阳奇
石如此精美，一口气买了几十
方。石友们这才恍然大悟——
石头不仅能玩，还能卖钱。自
此，洛阳奇石玩家队伍逐渐壮
大，目前已有5万多人。

如今，陈先生买了一台磨
床，专门从事河洛玉的制作和
销售。郭先生的建筑生意也
成了副业，收藏、销售河洛玉
成了他的主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河洛
玉热炒背后的暴利：黄蜡玉曾
经就是无人问津的山石，如今
品相稍好的原石，动辄数万
元乃至数十万元一方；一只
梅花玉手镯，刚生产时不过百
元，如今动辄千元朝上；伊源
玉刚被人发现没几年，资源
就几近枯竭，随便一块二三
十厘米高的摆件就要数千元；
牡丹玉相对稳定，但过去每吨
数千元的原石，如今已按每公
斤四五十元的价格推向市场
了…… （下转A13版）

玩家热炒，河洛玉勇往“值钱”

河洛玉文化源远流长，今被寻常百姓追捧收藏

河洛地区是玉文化和
赏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

洛阳北临黄河太行，南
倚秦岭嵩岳，伊、洛、瀍、涧
四河纵横其间，优越的地理
位置、特殊的地质结构，孕
育了品类繁多、千姿百态的
河洛玉。

除了前文提到的日月
星辰玉、牡丹玉等，洛阳西
部山区的虢州玉也曾被
载 入 史 册 ；洛 河 沿 岸 的
灵 青 玉 颇 具 观 赏 性 ；灵
铟玉产于青要山中，叩之
有金属之声；黄磬玉产于
洛阳郊区山中，状似太湖
石；灵山玉产于宜阳灵山
一带，因可上水，故也称

“上水玉”。
洛阳赏石文化和玉文

化源远流长：东汉许慎在洛
阳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字典

《说文解字》，其中“玉”的定
义为“石之美”，并引申出玉
有“五德”，分别是“仁、义、
智、勇、洁”。

如今，《辞海》对玉的解
释是：“温润而有光泽的美
石。”《辞源》的解释是：

“美石。”
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玉
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成
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它包含了“宁为玉
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
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

“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
德以及“瑕不掩瑜”的清正
廉洁气魄。

千百年来，河洛玉一直
受到人们的钟爱。宋代成
书的《云林石谱》中记载的
河洛玉就有洛河玉、白马
寺玉、虢玉、汝州玉等诸多

品种。
“君子无故，玉不离

身”，玉曾经是贵族和士大
夫阶层的专宠，如今它“纡
尊降贵”，走入寻常百姓
家，并被普通民众收藏和
追捧。

河洛玉“飘香”，海内外藏家来洛“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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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玉原石

伊源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