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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石山村仿造唐三彩流程

塑形 高仿品由
艺人雕塑，工艺
品用模具成型

素胎烧制 用电
窑、煤窑或柴窑

上釉 每家釉料
都有自己的配方

二次烧制
作旧 用配料杀
光，埋进古土

流向市场 古董
贩子、古玩市场、
工艺品商店等

选料 例如质量
好的高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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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从 土 中 挖 出 来 的 东

西，为了避免土干得过快，被
封上了保鲜膜。有的则用塑

料袋包起来。形成生坑的效
果。在文物的行话里，生坑
是出土后没有被人看过的文
物。“有些人就喜欢生坑”。

至 此 ，一 件 高 仿 品 完
成。有人不屑于让三彩马和
人俑沾太多土。“土多是遮
丑，做不好才遮。”张二孬说。

但对于高仿品来说，基
本的作旧是必须的。“作旧了
才好卖”。

以假乱真的乌龙事件

那一年，潘家园市场
突然疯了。唐三彩刚刚
烧好，连作旧都不用，一
到市场所有人都在抢

在南石山村，这是一个
被津津乐道的故事，也是一
个至今不断被争夺的故事。

高水旺说自己是故事的
当事人。而在邻近村庄，有
个叫高小飞的村民，专门制
作北魏陶俑，他的支持者说，
他才是真正的生产者。张二
孬说，其实他当时也在做。

1994 年，北京潘家园古
玩市场上出现了一批陶俑。
在这之前，有北魏大墓被盗
的传言，也有小浪底挖出文
物的传说。专家鉴定这批为
真品北魏陶俑，国家级博物
馆 拨 款 进 行 了“ 抢 购 性 收
购”。“历史博物馆买了三次，
故宫买了两次，中国历史博
物馆花了八十万，故宫花了
十万。”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
济民曾经在央视回忆。

但东西却越收越多。最
后经过调查，这些“北魏陶
俑”，出自南石山村。

高水旺说，当时是有人
让他按照图纸订做的。

高小飞回忆起当时，说
那时候是他们的好时光。一
个陶俑，两三万也能卖出去。

张二孬还记得当时的盛
况。潘家园市场突然疯了，
什么都收。家里的唐三彩刚
刚烧好，一出窑就背着上北
京。“连作旧都不用”，一到市
场，所有人都在抢，“管你是

唐朝的还是北魏的”。
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二

十多天，戛然而止了。这算是
高仿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在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
南石山村的高仿品都算得上
好卖。“文物贩子买得多”。

张二孬说自己从来没有
自己找过文物贩子。坐地开
厂，东西好，就有人来，口耳
相传，慢慢来得就多了。固
定客户隐秘，生意好做。

从他这里拿货，低的几
千，高的几万，“卖给大老板
多少钱，那看人家的本事”。

往往高价的更好卖。“花
十万买，套到的钱，肯定比几
千的多”。

“上电视给上坏了”

张二孬认为，这个
行业就不该上电视。“全
国 人 民 都 知 道 是 假 的
了，还有谁买？”

南石山村的低仿品，大
多销往各地的古玩市场。不
贵，量大。到了市场，几十块
钱卖到一二百块钱。卖家说
是真的，买家心里也有数。

高 级 一 点 的 进 了 文 物
商店。店主在说到真假时，
多少会斟酌一下，反问“你
觉得呢？”投石探路，看你是
否懂行。

南石山村里人从来不自
己去卖。做是做的，卖是卖
的。文物贩子可以漂泊不
定，村里的人是有厂子的。

文物贩子的队伍基本稳
定。有人卖了几件，赚了大
钱，退出这行。“有退的就有
进来的”。

现在，张二孬明显感觉
文物贩子少了。以前，和他
联系的有五六个，现在还到
家里来的，也就剩一两个人。

南石山村的很多人，都
觉得生意不如以前了。村民
张新凡说，以前往潘家园发
货，一个月一大车。现在“几
个月也发不了一车”。以前
通过广州发往海外的货，也
要比现在多。

现在，“洛阳本地买的多”，
当作工艺品和旅游品送人。

张二孬把原因归结为村
里某些人高调宣传。“全让上
电视给上坏了”。全国人民
都知道是假的了，还有谁买？

他认为，这个行业，就不
该上电视。以前知道的人
少，文物贩子一坑几十件能
卖几百万，现在“文物贩子卖
给谁去？”

高调宣传，他指的是同
村的高水旺。最初是央视在
2004 年重新把北魏陶俑事件
翻出来，采访了高水旺。这
个传奇故事又重新流传。后
来高水旺又几次接受采访，
宣传村里的唐三彩。

张 二 孬 的 儿 子 张 毅 鹏
不同意父亲的观点。80 后
的张毅鹏认为，高水旺抓住
了出名的机会。现在信息
发达，南石山村被熟知是必
然的。而且收藏者越来越

小心，鉴别能力变高了。这
才是导致文物贩子越来越
少的原因。

冤大头没有那么多了，
洛阳当地的古董商韩飞说，
以前玩三彩的多是广东人。
被骗得次数多了，广东人也
学谨慎了。别的地方的老
板，也不好骗了。张二孬说，
之前销往台湾、新加坡的也
多，现在，那边也要得少了。

有老板要买，也很少卖
得上以前的价钱。比真的便
宜，比假的贵。几万块钱，老
板觉得可以接受，“即使是假
的也没花多少钱”。

韩飞总结了一个道理：
小刀子割肉不疼。

“掌眼”的人

文物贩子有时会收
买一些土专家，两方一
起骗出钱的老板

真 的 和 假 的 就 是 不 一
样。能做到以假乱真的高水
旺和张二孬，也这样认为。

洛阳本地的收藏专家刘
林民说，“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真伪”。

难在古代的气韵，现代
始终难以仿制。

不过对更多的人来说，
没有机会练出这样的眼力。
应运而生的是帮助鉴定的专
家。

古董商韩飞说现在老板
们买东西前都会找专家鉴
定，鉴定好了再买。

鉴定唐三彩，最好的专
家在洛阳，“土专家最灵”。
这些土专家被称为“掌眼”
的人。

他们成为了文物贩卖者
和买者的一道防护门。但有
时候这道门也会监守自盗。

韩飞说，文物贩子有时
候会收买一些土专家，两方
一起骗出钱的老板。土专家
说是真的，老板自然会深信
不疑。“这样的情况现在越来
越多”。

洛阳民间的鉴定专家徐
静超，曾帮浙江的一名老板
看过买好的唐三彩，“一看就
是 仿 制 品 ”。 这 名 老 板 在
2011年花大概80万买了几个
唐三彩的马和骆驼。买之
前，已经找人看过。

有 50多年收藏经验的刘
林民，明显感觉到现在古玩市
场的不同。收藏者蜂拥而至，
追高杀跌，完全把文物收藏做
成了一门生意。就算价格高
到离谱，还是有人前仆后继。

他说在上世纪 80 年代，
在古玩市场里还有着基本的
信任。真的有真的价钱，假的
有假的价钱。现在，杀一刀就
跑，从此销声匿迹的贩子不
少。而不懂行的收藏者的捡
漏心理，前所未有的膨胀。

“现在的市场全乱了”，
刘林民说。有的专家也进入
了文物市场的利益链条，收
藏者突然发现不知道该相信
什么。

仪 器 自 然 是 不 能 相 信

的。徐静超说，测试物质老
化年代的碳 14早就被造假者
攻破。通过反复的 X 光照射
可以让年代混乱。唯一可以
依靠的，是人的眼力。

相信谁的眼力更是个问
题。土专家和文博系统的专
家都有走眼的时候，至于是主
动还是被动走眼，很难辨识。

转型试验

对未来，村民各有
不同看法。有人说，这
是仿古村的机会，也有
人说，整个行业要垮了

现在的南石山村，有四
位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他
们做的仿古复制品，大的唐
三彩中国马，标价大多是数
万元。

在文物市场上，真正的
器型完整端庄的唐三彩，能
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来村里的贩子少了，买
三彩送礼的多了。“手工仿古
作品有它的收藏价值”，高水
旺说。

买仿制品的人大多看重
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有鉴
定书，在唐三彩复制品的底
座上写有制作人的名字。

慢慢的村子里专门做仿
古的，也开始做现代工艺品，
薄利多销。

高水旺做一些古代没有
的新工艺，古朴的唐代仕女
身上，画上了大粉色的牡丹
花，看起来贵气了很多，“也
有人喜欢”。

张毅鹏觉得工艺品是必
须要做的了。既然赚不了当
真文物的钱，工艺品需要补上
这块空白。张二孬对此有些
不屑，“还是做仿古利润高”。

村里也有人把作坊越做
越小，最终就剩下自己一个
人。一年接文物贩子几个
活，做出几个高仿品，相当于
别人一年。顺便再做点文物
修复的活，也生存得不错。

南石山村做唐三彩曾经
几起几落。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整
个洛阳都在学做唐三彩，仅
南石山村就有 180 多家厂。
作为工艺品的唐三彩沦为地
摊货。马路上堆满了卖唐三
彩的人，价格互相挤压，很多
厂家垮掉。

从纯粹做工艺品，到上
世纪 90年代做仿古品以假乱
真，南石山村现在又要经历
一个轮回。

现在的南石山村，有 70
多家在做唐三彩。工厂和小
作坊几乎各占一半。做仿古
品的有 40 多家，纯粹的新工
艺占到了20多家。

对未来，南石山村的村
民各有不同看法。有人说，
整个行业要垮了。也有人
说，这是仿古村的机会。

他 们 更 愿 意 接 受“ 复
制”两个字，很多人都拿菜
刀比喻，“我卖菜刀是让你
做美食，你杀人，能怨生产
菜刀的吗？”

作旧是仿造的关键步骤，甚至会埋入土中。

作旧先要杀光，让表面变得润泽柔和。

3月30日，南石山村。一批烧制好的
素胎被搬出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