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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何类品种，一件有价值的青铜器大体应具备以下特点：制造精美、工艺水平高或造型
特殊、纹饰特别；有铭文，铭文内容与某名人或某重大事件有关更佳；保存状况好，包浆
漂亮，既没有破损，也没有修复过；流传有序——有文字记录或有著名收藏家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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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圆明园流失文物鼠

首和兔首铜像被炒至

天价，青铜器收藏引

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但青

铜器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如何

辨伪和保存，却鲜有人知。

青铜兵器、杂器价值不容忽视

　　青铜器作为中华文化瑰宝，几千年来一

直深受人们喜爱。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

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

美工艺、灿烂文化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

们称为“活的史书”。

　　从已发现的各类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

来看，自夏始，中经商、西周、春秋、战国直

到秦汉，每一时期既表现出各自的风格和特

点，相互间又有沿袭、演变和发展，进而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青铜文化艺术。在我国青

铜器艺术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高峰，一个

是商代晚期，一个是战国时期。商代晚期的

青铜器，其质量和数量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和

提高，制作精良、纹饰繁缛、形制奇诡、图案

丰富多彩，体现了商代人尚鬼的神秘气氛。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则富于生活气息，注重

实用而别出心裁，华贵绚丽又不失大雅。并

且，此时的纹饰已从过去奔放的粗花，变为

工整的细花，并向图案化方向发展，已无神

秘色彩。在制作工艺上，最突出的是错金

银、嵌红铜、包金银、鎏金和细刻镂等新技

术的发明和应用，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九

鼎、十五连盏青铜烛台和四龙四凤铜方案等

青铜器，其构思之奇特，工艺之精巧，令人惊

叹不已。

　　可以说青铜器具有极高的投资、收藏、

观赏价值，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的青铜器

作为镇宅之宝，世代相传。

　　但是，青铜器种类繁多、价值各异，因

此，对于收藏和投资者来讲，首先要识别各

类青铜器的价值。

　　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

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

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

器。青铜礼器工艺精美、造型多样，最能体现

青铜器的艺术特色，所以千百年来，收藏家

都重视青铜礼器的收藏，尤其是带铭文的礼

器，更是追逐、搜寻的重点。由于投资者把注

意力集中在青铜礼器上，其他门类青铜器的

投资和收藏往往会被忽视。这就使青铜器市

场呈现出畸形状态，即青铜礼器价位高、买

主多，而其他种类的青铜器却少有人问津。

　　其实，青铜礼器虽说值钱，但并非所有

的礼器都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单从投资角度

考虑，更要注意这一点。民国时期，专门研究

金石的考古学者罗振玉，著有《殷墟书契》

和《三代吉金文存》等书，被认为是当时中

国考古界的学术权威。他专玩青铜器，也做

古玩生意，有一次他花了很少的钱买了四件

非常一般的青铜器，后来觉得这类东西档次

不高，即使收藏也不会卖到好价钱，于是想

伺机脱手。一日他找到溥仪的岳父、婉容的

父亲荣源，谎称他有个朋友做生意赔了本，

因急用钱，托其卖四件青铜器，才要1万元。

荣源觉得罗振玉是个考古专家，就信以为

真，当即答应买这四件青铜器。荣源是懂青

铜器的人，一看罗振玉拿来的东西就心凉半

截，如此一般的青铜器根本不值1万元。碍于

面子不好退货的荣源，只得吃了哑巴亏，而

罗振玉本人收藏的其他青铜器却都是青铜

礼器珍品。

　　纵观青铜器市场的发展趋势，有远见的

投资者，已开始把收藏重点转向青铜兵器和

青铜杂器了。

　　事实上，先秦时期的青铜兵器与青铜礼

器一样，具有较高收藏价值，有“国之大事在

祀与戎”之说，即用于战争的兵器和用于祭

祀的礼器，对国家同样重要，这也是由当时

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的。从已出土的古代

青铜兵器看，不仅材质优、数量大，而且造型

多样、装饰华美，有的还铸錾铭文，其鉴赏品

位之高，收藏价值之大，不容忽视。而且在当

今古玩市场上，时常能碰见戈、矛、剑和匕首

等青铜兵器，由于收藏者较少，因而选择余

地较大，价格也相对较低。

　　青铜杂器范围很广，包括铜镜、钱币、

炉、佛像、锁、壶、带钩、灯、熨斗、镇纸、印

章和马车饰等。其中，铜镜、钱币、佛像和炉

等品种，已有人着手进行系统收藏，价格也

不断攀升。其实，许多青铜杂器小件其造型

与纹饰综合了自然界中不息的生命力和优

美的律动感，更有几分特别的浪漫与含蓄

的吉祥。因此，收藏青铜杂器小件，可谓集

品位与情趣于一身。目前，这些品类的青铜

器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若能抓紧时机

购藏，当属明智的投资策略，定能收到理想

的回报。

　　不论何类品种，一件有价值的青铜器大

体应具备以下特点：制造精美、工艺水平高或

造型特殊、纹饰特别；有铭文，铭文内容与某

名人或某重大事件有关更佳；保存状况好，包

浆漂亮，既没有破损，也没有修复过；流传有

序——有文字记录或有著名收藏家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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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买到赝品

　　目前古玩市场上的青铜器赝品相当多，一

些古玩商贩不择手段以假充真，以残充好，稍不

留意就使买家落入圈套，上当受骗。

　　一般伪造青铜器通常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新铸法：作伪者根据真器或图录，用蜡膜

翻铸，而后埋入地下。伪器虽然形制和尺寸同真

器相似，但其铜质、纹饰、锈色和风格，均与真

器有别，特别是伪铸的青铜器没经过地下长期

的氧化、腐蚀，因而器体普遍过重，加之蜡膜铸

造器壁都厚于原器，用手一掂即可辨知真伪。此外，作伪的青铜器必然要用铜锈来伪装，

真品的铜锈是从铜器中生出来的，与器体附着性很强，且锈色莹润自然、美妙诱人。伪器

的锈色浮于器物表层，用沸碱水刷洗，随即脱落。

　　拼凑法：青铜器在地下埋藏，经过数千年的腐蚀，青铜本身会发生质的变化，铜

器的表层与各种铜锈被分解，有的只剩下极薄的一层铜皮，这种铜器被称为“半脱胎”或

“脱胎”器，有的在出土前就已损坏，有的在出土时稍不小心被碰破致残，导致缺耳、掉

足、器身有洞。对这类残破青铜器，古玩商贩经常采取“移植手术”，三件改两件，毁掉一

件铜器，取得其他两个残破青铜器所需之“零件”，用粘连拼凑的手法，张冠李戴，使拼

凑后的青铜器看起来很完整。但由于铜器造型、风格各有不同，加之作伪者手法拙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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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破绽百出，藏家只要略有常识，就会辨出

真伪。其实，残破青铜器绝非不能修复，而是

要按照章法和规矩为残器恢复原貌，若能修

复成功，同样具有收藏价值。解放前北京有

个叫张济卿的手艺人，专门修复青铜器，无

论是“新坑”（新出土）的青铜器，还是“熟

坑”（传世）的青铜器，他都能将残破损伤之

处修复完整，所修饰的花纹，修补的残缺，一

般人绝看不出破绽。天津有位古董商买了件

缺腿的古铜鸭，经张济卿整修，完美无缺，卖给了北京古董商。

　　刻铭法：被当作历史文献对待的青铜器铭文，具有很高的学术和经济价值，由

于中外收藏家历来偏爱有铭文的青铜器，并不惜以高出一倍的价格购买，所以自晚清

开始，出现了铭文作伪的青铜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多是用陶范刻铭铸造

的，字体笔画圆润自然。而伪刻的铭文，字体拘谨、呆板，且字迹的铜锈与器壁的锈色

有明显区别。铭文作伪需投资者格外注意，因为真器假铭不但不会提高青铜器的身

价，反而会破坏器物的原有风貌。

　　以上是最常见的青铜器作伪方法。旧时很多老古玩商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凭

借多年的经验，通过对青铜器作伪方法的掌握，也能大体辨别出青铜器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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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辨伪：古代青铜器主要是用范铸

法铸造而成，因此器表往往遗留有凸起的范

线及铸瘤，并且器表光洁，细部花纹棱角细

腻、圆滑。而伪器多用翻砂法铸造，表面粗

糙，有砂眼、缩孔等缺陷。

　　器形辨伪：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器形铸

造有一定之规。伪器或仿真器的器形，往往

形似而神不似，更有甚者凭空臆造，作成怪

异的器形以哗众取宠。因此，遇到新奇的器

形务必小心投资。

　　纹饰辨伪：古代青铜器的纹饰自然而

生动，风格古朴而有神韵。伪纹有的是由真

器上翻制，但模糊、呆板；有的系錾刻，不仅

破坏了器表，遗留有刀痕，而且布局往往不

合理，尤其到了边角之处交待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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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青铜器辨伪方法

　　掌握辨伪方法，不仅要看书学习，还要勤跑市场，多实践。见多识广之后，功夫自然成。一般来说，辨别青铜器通常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铜质辨伪：古代青铜器一般是铜锡铅合金，锡的成份越大，铜质的灰色色泽越浅淡，而伪器多用黄铜铸造，由于含有锌的成份，铜色

发黄。尤其是古代青铜器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铜质已糟朽，其重量比同样大小的伪器要轻得多。这也就是古玩行家常说的伪器“手头沉”。

　　锈色辨伪：古代青铜器表面的真锈是自然形成的，有绿、蓝、灰、黑等多种颜色，深沉致密、有金属光泽、风格古朴、分布自然，给人以

美感。而伪锈或用酸类快速腐蚀而成，色淡而浮薄；或用酒精调和漆片、颜料涂上，色调灰暗呆滞，没有层次感和金属光泽，并且质地疏松，

一抠即掉。

　　铭文辨伪：真铭文的特点是自然流

畅、生动有神、古朴有力，字口是口小底大。

而伪铭文结构松散或拘谨，呆板软弱，字口

是口大底小，其中，腐蚀法作成的伪铭文，肥

胖臃肿，字口深浅不一。古代铭文的字体结

构以及内容也有一定规范，凡遇与常规不合

者，须谨慎对待。 

　　声味辨伪：以手敲击古代青铜器，大

多发声清脆，且由于在土中埋藏时间长，有一

股土香味，新出土的青铜器土香味更浓烈。

而伪器未氧化或氧化时间较短，以手敲击，

声音细长混浊，也无土香味，却有腥味，这是

由于作伪者多用化学药品作假锈而产生的，

虽经埋藏，仍有气味。另外，有的用石膏制作

或修补的伪器，质地轻，颜色白，用手敲击，

其声嘶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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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保存青铜器

　　青铜器寿命长短与环境有直接关系，这就需要科学的保养。如果将青铜器置

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就可以阻止或者延迟其自然损坏的过程，这对收藏

者来说十分重要。

　　防潮——水是青铜器的主要危害之一，空气湿度过大，会使青铜器受到腐蚀，

所以在干燥的空气中存放青铜器是十分必要的。

　　防污——预防青铜器接触有害化学物质，如酸类、油脂、氯化物等。搬取青铜

器时要带上绵丝手套，不能用手直接接触，避免手上的汗腐蚀器表。也不能用有油

污的纸或盒子来包装。另外，如果收藏者所处城市不能避免空气污染，那么为使青

铜器不致发生腐蚀，就要涂上一层保护膜（如B72）密封，可防止有害气体影响，这

样既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器表也不会有变化。

　　防尘——青铜器要放置在密封的柜或玻璃橱里，中小型器物要每件做一锦

盒，再将盒子置于橱中。如放在开放式架子上或室内地上，则应特别注意保持室内清

洁。青铜器上的尘埃，要及时用干净而柔软的布片揩去，或用柔软的毛刷刷去。  

　　防碰——注意防止青铜器受到机械性损坏，物品不应彼此碰撞，不要叠压码

放。对于细工精制和容易受损坏的青铜器物品，尤须特别小心。把玩拿取时也要轻

拿轻放，用双手端住整个器物，以免发生人为损害。

　　防锈——对于出土的青铜器，在一般情况下，必须清除上面的有害锈、不美

观的厚锈及腐蚀的痕迹，较珍贵的青铜器的清洗应请专业人员进行，藏家个人尽量

不要动手。还有，要经常观察青铜器变化，一旦发现腐蚀，及时处理。 

　　另外，要注意保持青铜器原样，切忌过分

刷洗。出土的青铜器经常是泥锈混浊、纹饰不

清，要进行适当清洗，清洗的方法一般是先放

在水中浸泡，让泥土自行脱落，而后用小毛刷

轻轻刷洗，遇到有影响纹饰的土锈，可用小竹

签慢慢剔除，切忌用铜刷或硬毛刷着力刷洗，

更不能用利器清理打磨，否则会毁坏青铜器，

并因而失去收藏价值。一位收藏家在古玩地

摊上见一外地商贩卖青铜剑，剑长尺许，剑柄

有花纹，剑形舒展，剑刃锋利，当是春秋战国

时期的兵器，充分显示着持有者的身份和尊

严，只可惜剑身被打磨的青铜毕露。索价2200

元，欲买者都摇头叹息，有个买主只给200元，

并十分风趣地告诉摊主，钱都让你打磨掉了。

　　其实，收藏青铜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原

貌。青铜器在地下经过长期腐蚀氧化，质地已

不坚固，特别是半脱胎青铜器，甚至比瓷器

还易损，因此应妥善保存青铜器，防止出土

后受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