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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与你说个故事。这是一个

手镯，很偶然地，我遇见了它，然后不经

意“跌”进公元1443年。

1
广州“老手镯”料，来自云南腾冲

这是位于广州天河岗顶的一座大

型购物商场，你也许，也曾经把它路

过。相遇纯属偶然。店员说她国庆后

从位于东风东路的国营仓库，选了一批

“老玉”。然后我相中这个手镯。

手镯属“小手福利”，圈口才52.5，所
以，它的价格，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贵。

“它这么‘便宜’还有个原因，因为

它的原石，最迟在上世纪 30年代，就已

被开采出来。您看柜台上其他手镯，它

们很‘新’，近几十年才开采，随着物价

飞涨，它们当然更贵。”

而且，这位年近50岁的广州本地女

店员接着说，“您看它的‘老’，呈现出一

种类似冰糖的洁润里泛黄的颜色，这是

我们广州人从前最喜欢的‘糖种’。这

只手镯不仅有‘糖’，还很‘老身’，有岁

月痕迹，因为它被开采出来之后，露天

风吹日晒，接近百年。”

因为这家国营门店和当地地质单

位是有所关联的，所以我继续听店员说

下去。她说，当时这批玉料，从缅甸开

采之后，就待在云南腾冲。后来，广州

的地质相关部门从云南的地质相关部

门方面接手这批玉料，上世纪 90年代，

由当时的广州南方玉雕厂——它曾一

度被称为“广州名片”——的老师傅，精

心打磨成“小凤仙”款手镯。

所以这个玉镯，和“腾冲老料”以及

“广州玉雕”都产生了关联。

2
较早的“翡翠之路”：从缅甸到腾冲

什么是腾冲老料？回来之后，笔者查

阅了一些资料，试图还原部分历史面貌。

古籍曾有“腾冲出碧玉”一说。腾

冲，隶属云南省，西与盈江县、缅甸联邦

共和国毗连。据邹怀强《历史上腾冲与

缅甸的翡翠开发和贸易关系》一文叙

述，“缅甸翡翠的正式开发始于 15世纪

中期。关于翡翠的发现有两种说法：其

一为当地景颇族人偶然在雾露河中捡

到然后带入密支那市场进行交易，最初

的交易是与腾冲人进行的；其二为腾冲

商贩所发现。不管哪种说法，缅甸翡翠

的发现都和腾冲人有很大关系。”

那么翡翠发现于什么时候呢？较

为普遍的说法是1443年前后。

腾冲人尹子章、尹梓鉴兄弟合写的

《芸草合编》一书，出版于 1943年，书中

称：“老山玉发现于何时无人可以确定，

然以新掘形势论，当在五百年以前；新

山玉仅六十年。”从 1943年上溯 500年，

即为1443年前后。

翡翠传入中国，是在明代以后。马

罗刚《翡翠溯源》记载，史料显示元代以

前腾冲的墓葬中没有发现过翡翠，目前

普遍认为翡翠（在中国的）发现应是明

朝年间的事。

腾冲翡翠，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正

式记载，有赖于徐霞客。孙玉芬在《浅

析腾冲翡翠文化的内涵》中介绍，徐霞

客 1638－1639年的游记中，记录了他在

告别腾冲前，儒商潘秀才赠他“翠生石”

二块，后来他将玉解开加工成两方印

池，一个杯子。

腾冲通道是缅甸翡翠运往中国最

便捷的通道。

“翡翠城”腾冲，成为中国翡翠加工

的发祥地。

“清朝之后腾冲成为缅甸翡翠入境

中国的唯一合法通道。开采出来的翡

翠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地理、交

通上的原因输入腾冲——或者在八莫

交易后进入腾冲就成了必然。据载历

史上缅甸开采出来的翡翠原石，90％以

上都是从水路或者山道运至腾冲，再转

往世界各地。这些都是腾冲成为中国

历史上最大的翡翠集散地的必要条

件。”邹怀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3
翡翠城，用翡翠来盖房子？

“腾冲人对缅甸翡翠的发展做出了

巨大贡献。因腾冲翡翠贸易和加工业

的发达，腾冲在民国初年到1949年之前

有‘翡翠城’之称。”

而据笔者获悉，所谓腾冲老料，则

是当下玉器市场的一种称谓，大部分是

指，1949 年之前，在腾冲当地，被放置、

弃置，或者作为边角料闲置的缅甸翡

翠。上述这位国营门店女店员，也和许

多玉石收藏者一样，向笔者叙说了一段

在业内流传已久的故事：“有的腾冲老

料，因为是边角料或‘貌不惊人’，甚至

成为当时人修路、打地基、盖房子所用

的‘混合材料’。数十年前，曾经兴起一

段后知后觉的寻找老料的热潮，当地甚

至有人把自己的两层老房子都拆了，只

为了寻找玉石。”

腾冲老料，“老身”的魅力何在？有

说法是：其一，百年前的开采玉种，多出

自老坑，本来玉质就很致密；其二，“老

料多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边角料，在

当时的年代已经被玉商加工处理过，已

经暴露在外多年，‘肉质’早已剥离氧

化，基本没有变质的可能。而现在的新

厂料，做出来的手镯挂件，在佩戴一段

时间后会出现‘褪色’的现象。”

笔者理解和亲历过的一种“褪色”，

或可称为“变种”，通常出现在相对玉质

比较“疏松”，或有轻微裂纹的“新料”

上。随着和人体的密切接触，由于汗

液、杂质等的“沁入”，会在玉镯的某些

地方出现变色、泛黄，尤其在“白底青”

的料子上最为明显。

而我们手上寻得这只，“你可以放

心，它已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她说，

“它很‘老身’，外界无法侵扰”。

因为这个玉镯，我已经是第三次到门

店和她沟通。我们把这段历史，每一次都

更深地述说。然后，在熙熙攘攘的璀璨灯

光下，它就这样安静听着我们说话。

毕竟，几百年的人世时光，或许它

早已经历过许多相似。

但每一次的相遇，确属独一无二。

四连体铜熏炉
熏炉是古代焚烧香料的器具，既能

为居室增添香气，也能在秋冬时节增添

暖意。这件四连体铜熏炉，由四个不相

连的方格组成，使用时，可同时点燃四种

香料，可见西汉香料类型的丰富。

熏炉的盖子呈田字，每格隆起。镂

孔处，常有香烟散逸。身处香气缭绕中，

如置仙境。故而常有熏炉做博山状，为

模仿海外仙山之意。

秋日与熏香，也是古人雅趣之所在。

雁首金带钩
秋天是大雁南归的季节。这一件雁

首金带钩，不知是不是两千年前的岭南

人，受到南归大雁的启发制成？

整器纯金铸成，金黄既是丰收的颜

色，也是贵族奢华的象征。大雁做回首

状，长喙伸出体外。双翅合敛，雁眼以细

丝勾勒而成。

带钩是古人穿系腰带的物品，既实

用、又美观。在材质多样、形态各异的

带钩中，这件雁首金带钩南归的大雁为

造型，与此刻的秋风、秋景更为贴合。

鸮足铜烤炉
秋风起，腊肉香。路边的糖水铺

不再排队，而烤肉店里却是人声鼎

沸。两千多年前的南越人，岂会错过

烤肉带来的口腹之乐。南越文王墓出

土的三套铜烤炉，足以证明岭南人对

烤肉的钟爱。

其中一件鸮足铜烤炉最为传神，烤

炉呈四方形，四角微翘。下有四个鸮形

足，鸮足挺立、鸮背顶负炉盘。烤炉稍

长的两侧铸有四头小猪，猪嘴朝天，四

足撑起，可用于插放烧烤用具。烤炉四

壁还各饰有铺首环。

这套烤炉装饰巧妙、功能齐全，可

谓是把“食”做到了极致。四只可爱的

小猪，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岭南美食——

烤乳猪。

漆木屏风
屏风，得名于“屏其风也”，为挡风之

意，还有分隔、美化、装饰之用。古墓中出

土的屏风，多为明器，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这

套却是“生器”，即墓主生前使用过的器物。

这套屏风结构精巧、装饰华丽。中有

屏门，可向后开启，两侧翼障可折叠。屏风

为彩绘髹漆，且装饰有大量鎏金泡钉。

屏风上有 5件顶饰，分别是：2件朱雀

铜顶饰、3件双面兽首铜顶饰；屏风下有 6
件铜托座，分别是：2件人操蛇铜托座、2件

蛇纹铜托座、2件蟠龙铜托座。

如此华丽精致的大型屏风，出土在主棺

室棺椁旁，可见墓主人对这件器物的喜爱。

屏风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式家具，既

蕴含着曲径通幽的含蓄审美，还有挡住秋

风、隔断视线的功用。

这个季节的博物馆，遇见屏风，秋意

更浓。

（图文资料由南越王博物院提供，通

讯员黄巧好。）

腾冲老料手镯——
五百年弹指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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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点起第一炉香
系上金带钩
坐于屏风前
来吃秋天的第一盘烤肉

【
南
越
奇
珍
】

▲清，翠卧牛，故宫藏

◀金镶翠戒指，清，
通长 2.2 厘米，径 2.1
厘米。故宫藏

◀漆木屏风

▲鸮足铜烤炉

▲四连体铜熏炉

▶雁首金带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