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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黄石（BC<4DEF<443GHI3;<），简称“田黄”，因产于

福州市寿山乡寿山溪两旁之水稻田底下、呈黄色而

得名，为寿山石中最优良的品种之一。田黄石定义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田黄石指“田坑石”，狭义

的田黄石指田坑石中之发黄色者。在物理性质、工

艺美术特征等方面，田黄石与寿山石基本相同或接

近，但因其珍稀和昂贵，故早已成为独立的印章石品

种。长期的乱采滥挖，致使天然资源已大大减少。

$ 历史简况

中国古代对田黄石的认识和开发利用曾有若干

奇闻：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登基前曾为乞丐，浑身

生疮。一天，他流落到寿山乡，适遇倾盆大雨，便急

忙藏身于山旁的小洞。然而，洞内只有一堆因采矿

而残留下来的比较干燥的碎石，他就往上一睡。说

也奇怪，朱元璋醒后，疮消了。他一搔头，手上全是

白色的石粉，他感到其中必有奥秘，连忙将石粉装满

一袋，收捡起来。以后朱元璋打下江山，当上了大明

皇帝，仍然不忘石粉之恩，特派太监赴寿山乡，收集

田黄石供他享用，从此田黄石就同皇帝结下了不解

之缘。朱元璋落难时所收捡的石粉里就有不少田黄

石的成分。到了清代，田黄石被称为“印石之王”。

相传在乾隆年间的一个元旦，皇帝召集文武百官到

天坛祭天，供案上竟陈列着一块大田黄石，众官员见

此十分惊愕。原来，乾隆皇帝在头天夜里梦见玉皇

大帝赐他一块黄色的石头，并用御笔写下了“福寿

田”三字，乾隆醒来，告诉了侍从。这时一位福建籍

的老太监连忙下跪奏道：奴才家乡福建的寿山出产

田黄石，莫非即“福寿田”之意？自此时起，田黄石被

戴上了“石帝”的宝冠，乾隆皇帝每年元旦祭天都要

置田黄石于供案上。

但据历史文献资料，在明代以前，田黄石被统称

为“黄石”，并不为人十分珍视。到了明代，可能是受

“石粉之恩”传说的影响，人们逐渐对田黄石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据施鸿宝的《闽杂记》载：明末时有担

谷入城者，以黄石压一边，曹节愍公见而奇赏之，遂

著于时。”清初，福建地方官开始将田黄石作为贡品

上呈皇宫，以换取皇帝的赏识，特别是传说乾隆皇帝

每年元旦祭天，必呈田黄石于供案中央，以象征来年

“福、寿、田”吉祥之意，更使田黄石身价陡增。当时

的权贵豪门争相搜罗田黄石，列为珍藏、瑰宝，一显

威风，田黄石遂由此而登上了“石帝”的宝座。民间

则广泛流传有“一两田黄一两金”或“一两田黄三两

金”，或“易金数倍”、“黄金易得，田黄难求”之说。据

陈亮伯《说印》中的“说田石”载，他初入京时，田黄石

价“每石一两，价自六两至十五两而止”。而后不久，

“价至每石一两，换银四十余两。而田 白一种，尤不

经见”。崇彝《说田石补》亦称：“比年田黄之价，继长

增高，较诸十年前何止倍蓰？”崇彝还亲眼看见一枚

双狮钮方体田黄印，仅“七两之石，竟得价二千数百

元”；一枚长方六面田黄印“重不过一两四钱，闻估人

竟以二百五十元竞取之”。按毛奇龄的《后观石录》

所载，当时人们“每得一田坑，辄转相传玩，顾视珍

稀，虽盛势强力不能夺”。黄任的《寿山石》古风诗

亦有“迩来田石名踊高价，居奇不肯输强豪”之说。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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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英的《无题》古风诗则称：“别有连城价，此石名田

黄”。清代朝廷及皇亲国戚当然更是大量收藏田黄

石，如乾隆皇帝用过的一套极为珍贵罕见的宝印就

是用一整块大田黄石刻成三个印章，其间由两条田

黄石链条接在一起的。陈亮伯《说印》中的“说田石”

记述了怡贤亲王的田黄石瑰宝：“尚古斋有怡邸田黄

六方，其两方成对者大如皇帝之玺，上镌‘怡亲王宝’

四字，狮钮，极恢奇，高四寸半，围径尺四寸半”。只

是由于达官贵人太爱田黄石，且收刮得太多，就造成

矿山资源有限了。如叶观国的《寿山石》七绝诗就有

“贵人总爱田坑好，幽洞曾愁斧凿寻”之句。据末代

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称，他离宫时

曾私窃一批珠宝，其中有上述乾隆皇帝的一件“无价

之宝———田黄石印”。旧时福建的地方官吏更是百

般搜罗田黄石，以此作为向朝廷进贡的厚礼。相传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侯官县令黄恩洲就曾利用职

权，以三百六十金的廉价勒索到了一块重达三斤十

二两的田黄石。一些商贾亦在采区采用低价收购、

高价出售的手段，牟取暴利。据张幼珊的《寿山石

考》记载，一块重一斤一两之田黄石，被性林之商人

以七百五十元钱从福州购得后，一转手就得价三千

金。

近!"年来，田黄石的资源开发和雕刻都获得了

迅速发展。除北京故宫传物院珍藏了历代遗传下来

的国宝外，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则收藏了建国以来

开发的田黄石原材料，用这些原料雕制而成的田黄

石艺术品，其中有不少为无价之宝。#$%"年##月，

在广州举办的“福州市工艺美术展销会”上，一块由

福州雕刻工艺品厂珍藏，高&’(厘米、宽)’#厘米、

厚&’%厘米、重#*#’!克的田黄石，竟以#$$$$元人

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了美国朋友。#$%)年春，在福州

寿山采掘出的一块重达$!"克的大田黄石，形似“元

宝”，色如枇杷，其售价为人民币#"万元。#$%&年在

福州寿山田间又挖到了一块重达*#!"克的田黄石，

其色如枇杷，通体晶莹，状如蛤肉，质地致密细腻滑

润，为稀世珍品，价值*""!&""万元以上。

* 基本特征

广义的田黄石呈黄、白、红、黑等色，其中以黄色

为最常见，如果进一步划分则有橘皮黄、黄金黄、枇

杷黄、桂花黄、熟栗黄、杏花黄、肥皂黄、糖果黄等。

具有珍珠光泽、玻璃光泽、油脂光泽，微透明至半透

明，少 数 透 明。硬 度*’!，密 度*’+!!*’$"克／厘

米&。质地致密、细腻、光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

肌里隐约可见萝卜纹状细纹，颜色外浓而向内逐渐

变淡，表面时而裹有黄色或黑色石皮间有红色格纹。

此萝卜纹、石皮和格纹是原生寿山石矿石经风化之

后在搬运的沉积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田黄石所独

有的外观特征，素有“无纹不成田”、“无坡不成田”、

“无皮不成田”之称。诚然，从石质来说，仍以纯净为

贵。

关于田黄石的物质成分，多年以来，人们总是认

为它主要由叶蜡石组成。但根据福建省地质科学研

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田黄

石主要由高岭石族矿物组成，其中迪开石、高岭石的

含量并不一致，有的含迪开石多，有的含高岭石多，

总的趋势是以迪开石为主。经高倍显微镜观察，田

黄石中的迪开石、高岭石等主要矿物呈鳞片状，有的

呈六边形。迪开石、高岭石的化学成分与标准的高

岭石族矿物的理想组分完全一致。铁质在田黄石中

有两种存在形式：",-&取代./&0进入迪开石、高岭

石的晶格中，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所从对其进行的

顺磁共振分析中得到了证实；#分布于迪开石、高

岭石的裂隙中。

剖开田黄石，从其断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外

部和表层颜色深，愈向内颜色愈浅。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与田黄石自身所处的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环

境有关。由于寿山溪及其两旁的水田中水具有弱酸

性，含有较多的铁离子，从而使田黄石变成了黄色。

这就是说，田黄石的黄色是在风化、搬运和沉淀作用

的过程中受含铁离子的弱酸性水的物理、化学作用

而形成的，水中含铁离子愈多则田黄石的颜色愈深。

至于水中铁质的来源，经地质科学研究表明，来自寿

山溪及其两旁水田的土壤层。

& 品种

根据色泽、质地、产出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可以

将田坑石分为田黄、白田、红田、黑田、硬田、搁溜田、

溪管独石等。

!1" 田黄

田黄指呈黄色的田坑石，在沿寿山溪的稻田中

均有产出，而以中坂田所产者为最佳。按质地、色泽

等方面的差异，有田黄石、田黄冻、银裹金等 品种之

分。田黄石多具有微透明的黄色层，通常有橘皮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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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黄、枇杷黄、桂花黄、熟栗黄、杏花黄、肥皂黄、糖

果黄、桐油黄等颜色之分，其中以橘皮黄、黄金黄为

最稀贵，枇杷黄、桂花黄次之，桐油黄色暗而浊为下

品。那种外观如新鲜的蛋黄、通灵无比的透明田黄

石称为“田黄冻”，价值连城。外裹白色层、内呈纯黄

色的田黄石称为“银裹金”，亦最为贵重。

!!" 白田

白田指呈白色的田坑石，多产于上坂田和中坂

田。按色泽、质地等 方面的差异，有白田石、金裹银

等品种之分。白田石的颜色并非纯白，而是略带蛋

黄和蛋青色，外观甚似羊脂白玉。但其萝卜纹明显，

有红筋，格纹如血缕，其中尤以质地通灵、饰纹纤细、

格纹较少者为佳。高兆在其《观石录》中盛赞白田石

道：“贵则荆山之璞、蓝田之种，洁则梁园之雪、雁荡

之云，温柔则飞燕之肤、玉环之体，入手使人心荡。”

那种外裹黄色层、内为白田石者称为“金裹银”，亦甚

稀贵。

!!! 红田

红田指呈红色的田坑石，主要产于上坂田和中

坂田。接色泽、质地等方面的差异有“正红田”、“煨

红田”等品种之分。正红田的颜色酷似橘皮，鲜艳莹

澈，又称“橘皮红田”，极为罕见。煨红田被认为是由

于人们烧草积肥，导致土层受热，致使埋藏于田土中

的田黄石受高温的影响发生物理、化学变化所形成

红色层，其内部则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黄色。但这种

煨红田色泽温嫩，质地较差，并不受人珍重。

!!# 黑田

黑田指呈黑色的田坑石，按色泽差异有黑皮田、

纯黑田、灰黑田之分。黑皮田又称“乌鸦皮”或“蛤蟆

皮”，上、中、下坂田均有产出。其表面有微透明的黑

色皮层，肌里为黄色。但其黑皮厚薄不一，浓淡变

幻，状如乌鸦皮或癞蛤蟆皮。纯黑田为田坑石通体

黑中带赭、微透明、萝卜纹较粗者。灰黑田为田坑石

之呈灰色或灰黑色者，但有的略带微黄，质多不纯。

!!$ 硬田

硬田指田坑石中色泽暗淡、不透明、质地粗劣

者，产于寿山乡水田中。

!!% 搁溜田

搁溜田指由于风化剥蚀或人类活动影响而露出

地面的田坑石，产于寿山田埂旁。因长期遭受阳光、

雨露、大气等自然营力的侵袭，故其表层已被破坏，

色泽欠佳，且失之温润。

!!& 溪管独石

溪管独石又称“溪坂独石”或“溪中冻”，指被山

洪冲荡而流入寿山溪溪底的田坑石，产于寿山乡溪

中。因久浸水中，遭受着种种物理、化学作用，故其

外表多呈淡黄色，有时色暗，但其质地却倍加莹澈，

亦为收藏者所珍视。高兆《观石录》所论述的“至今

春雨时，溪涧中数有流出，或得之于田父手中，磨作

印石，温纯深润”，就指的是溪管独石。

上述种种田坑石，论其工艺美术性能及质地，以

田黄为最佳，其次为白田、红田、溪管独石。其他如

黑田、硬田、搁溜田等则质地甚差，优良者很少。

" 矿床类型及资源分布

田黄石是由于寿山乡附近山上的脉状寿山石或

原生寿山石矿床遭受风化作用后，寿山石被流水搬

运到寿山溪河滩及其附近沉积而成的，矿床在成因

上属于冲积型砂矿床。

现知田黄石矿床仅分布于福州市北郊寿山溪一

带。按产出状况的不同，其分布有上坂、中坂、下坂、

碓下坂之别。上坂又称“溪坂”，指的是靠近坑头溪

水发源地一段的水田。这一带出产的田黄石色浓质

灵，似坑头“水晶冻”。中坂紧接上坂，往下延至铁头

岭，中有溪管屋。这一带所产的田黄石色浓质嫩，质

地最佳。下坂位于坑头、贝叠两溪汇合处之下游，所

产田黄石色如桐油，质地凝腻。碓下坂靠近碓下，其

所产田黄石极少，且质硬而粗，色泽黝暗。

# 质量要求及评价

工艺美术上对田黄石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其 中

主要从色泽、质地、形态、重量等"个方面考虑和确

定。

$!’ 色泽

要求呈黄金黄、橘皮黄色，以黄金黄为贵、橘皮

黄为罕。枇杷黄最普遍，桐油黄为下品。白田不常

见，黑田多粗劣。银裹金和金裹银均稀有、珍贵。乌

鸦皮为田黄石所独有，雕刻时间可留其最美处，以辨

真伪。还要求珍珠光泽、玻璃光泽、油脂光泽强，透

明度好。在评价时，凡色泽艳丽者即为上品，浑、杂

者次之。

$!" 质地

要求致密、细腻、坚韧、光洁，晶莹通透。鉴赏家

$%增刊 李劲松等：浅论田黄石

 
 

 
 

 
 

 
 

 
 

 
 

 
 

 
 

 
 

 

 

 

 

 

 

 

  

 
 

 



认为优质田黄石必须具备细、洁、润、腻、温、凝等“六

德”。在译 价 时，此 六 德 皆 备 的 田 黄 石 被 称 为“神

品”。

!!" 形态

因产于冲积型砂矿床中，故常有一定的磨圆度

和光滑度。那种略带方形或长方形、且磨圆度较好

者属上品，带棱角者属下品。

!!# 重量

凡符合工艺美术要求者应重"#克以上，愈重愈

难得。重$%#克（半市斤）及其以上者称“大田黄”。

重%##克（&市斤）及其以上者称“超级田黄”，个别极

优者称“田黄之王”，但极难寻获。

’ 作伪手段

作伪手段是指人们为了牟取暴利，采用与田黄

石相近的其他坑洞的寿山石为原材料伪造田黄石。

常见的田黄石作伪手段如下所述：

$!% 蒸煮法

选用优质黄色高山石，磨去棱角成卵圆形或鹅

卵石形，再用杏干水等颜料进行蒸煮，然后涂上色

皮，以作田黄石用。

$!& 煅烧法

选用坑头冻、高山冻等寿山石材料，亦磨去棱

角，再用稻谷壳等作燃料进行煅烧，以制作乌鸦皮。

$!" 染涂法

选用连江黄等寿山石材料，同样磨去棱角，表面

涂上环氧树脂与石粉的调和剂。待其干燥后，以冒

充田黄石。必要时亦可进行加工或雕饰，并可再涂

染之，使之成为“真品”。

$!# 拼接法

选用若干小块田黄石，经修饰后粘合剂结起来，

再雕刻薄意，并仔细掩饰其粘结缝或粘合痕迹，以作

为完整无裂的田黄石艺术品。

$!! 镶嵌法

将粒质田黄石中的劣块或杂质剔除，用优质田

黄石的石片或石块进行嵌补，然后对镶嵌痕迹进行

雕饰或遮掩，以冒充上等田黄石。

( 鉴定

田坑石各个品种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彼此色

泽、质地、产出状况等方面的差异，田黄石各个品种

之间的区别亦在于彼此色泽、质地等方面的不同或

不完全相同，人们可以据此对它们进行鉴定。

与田黄石相似的寿山石品种，据方宗王圭的研究，

主要有掘性高山石、掘性都成坑石、掘性坑头石、鹿

目格石及黄冻、善伯洞石、连江黄石、荔枝洞石等。

’!% 掘性高山石及掘性都成坑石

与田黄石相似之处是它们均产于砂矿床，肌里

隐有萝卜纹。但因它们均埋藏于山坡砂土的深处，

环境比较干燥，故其石皮铁质物的酸化程度远不如

产于水稻田的田黄石深入。兼之，掘性高山石的质

地细而松软，掘性都成坑石的质地致密微坚，终不及

田黄石温润，可以据此将它们与田黄石相区别。但

近十几年来在高山之背所挖掘出来的“鲎箕石”（“掘

性高山石”之一种），其呈黄色、质地滋润者外观像田

黄石，作伪者已用它作为“田黄石”在市场上销售，人

们应予以注意，谨防上当受骗。

’!& 掘性坑头石

产于上坂田坑的上游山麓，亦埋藏于砂土内，形

成条件与田黄石基本相同。因具有石皮、萝卜纹及

红筋，质地通灵或透明度较好，故容易与上坂田所产

的田黄石相混淆。但如果仔细观察，其肌里常含白

色晕点（俗称“虱卵”）；萝卜纹粗乱无序，状如棉絮

（俗称“棉花纹”），从而可以将它与田黄石区别开。

’!" 鹿目格石

产于都成坑山坳之砂土中，外表裹有黄色或白

色石皮，质地细润、光滑，微有透明感。肌里呈黄、红

或暗赭色，有时出现白圈红点、状如“白水滤丹砂”的

斑纹（古称“鸽眼砂”），无萝卜纹。据此，可以将它与

田黄石区别开。

’!# 溪蛋石

产于月洋溪底，为古代开采“芙蓉石”所残留下

来的碎块，后因长期被溪水冲刷和侵蚀而形成了鹅

卵石状的块石。其外表裹有黄色石皮，与“溪管独

石”相似。但它质柔而细，光滑而润，微透明，无萝卜

纹，从而可以与田黄石相区别。

’!! 黄冻

为水坑石中的冻石，因其颜色黄如枇杷，质地通

透或透明度好，故容易与上坂田的田黄石相混淆。

但它产于矿洞中，色泽表里一致，且不具石皮，故可

以与田黄石区别开。

’!$ 善伯洞石

属都成坑的余脉，有一部分石料呈黄色，透明度

好，晶莹温润，性微坚，很像田黄石。但无石皮，在强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光下观察肌里多含有金属矿物的细颗粒，闪闪发光

（俗称“金砂地”），有时还杂有呈粉白色的“花生糕”

状浑点。据此，亦可以将它与田黄石区别开。

!!! 连江黄石

产于寿山村东北接近连江县的金山顶，色多呈

藤黄色，质地硬而微脆，有裂纹。肌里隐有条条直

纹，其状似萝卜纹，惟粗且直。据《葭跗草堂集》载：

“连江黄，出连江，似田石，色黝质硬，油渍即黝。宦

闽者误以田石珍之。”清时民谣也有“连江黄，假田

黄”之说。但连江黄产地与田坑石产地相距仅五六

公里，属于矿洞开采，无砂矿的产出特征，石皮、萝卜

纹、红筋等亦俱无，其光泽与田黄石相比亦大为逊

色。据此，可以将它与田黄石区别开。

!!" 荔枝洞石

来自于近十几年在高山新开辟的矿洞。其石色

泽艳丽，晶莹通透，容易与田黄冻相混淆。但它不具

备砂矿的产出特征，无田黄石所特有的纹饰，因而容

易将两者区别开。

!!# 其他

另外，田黄石与青田石、鸡血石、巴林石、长白石

等的区别亦在于它们各自在质地、色泽、纹饰及其他

工艺美术特征、产地及产出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凡

富有经验者，一般都能比较准确地鉴别之。但要进

行科学定名，还需要借助于仪器设备及现代化手段，

如偏光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热分析、红外吸收光谱

分析、"射线衍射分析等，以查明它们在物质组成和

内部结构上的差异。

人造及经过人工处理的田黄石可以采用物理和

化学的方法进行鉴别。例如，通过煅烧和染色而制

成的假田黄石就可以采用加热升温、酸碱试验等方

法进行测试，以观察其色泽、质地等方面的变化而判

断和确定其真假。采用拼接、镶嵌等方法而制成的

田黄石，可以通过萝卜纹、红筋等纹饰和接缝、粘结

痕迹等特征而鉴别之。

# 应用

对于田黄石的功用，民间存在着种种传说。例

如，相传北京隆冬季节印泥常常冻结，如果把田黄石

立于其上，印泥就可以立即解冻。郭柏苍《闽产录

异》所谓田石“盖地气夹土力所结者，故隆冬不泐”即

有此意。也有人认为长期服用田黄石粉末，可以益

寿延年。更有甚者，如施鸿宝《闽杂记》称“英吉利人

近多以重价购求真田黄石，或言制作带版及帽花，可

以避兵”等等。实际上，自元、明至今，田黄石、特别

是其优质品种均无一例外地被用作工艺美术材料，

其中主要是制作印章和雕刻人物、动物、花卉等艺术

品。小块优质田黄石常用来雕刻小巧玲珑的高级饰

物或作为观赏石。质劣的田黄石及其他田坑石仅能

用作一般的石雕材料。

$%增刊 李劲松等：浅论田黄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