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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山石 田黄石基本问题及斜绿泥石型似“田黄石”

工艺品的再探讨

施加辛
（云南珠宝科学研究所，云南 昆明 %@##$$）

摘 要：据大量民间收藏的“田黄石”工艺品的检测，按主要组成矿物，其可被分为迪开石型、叶蜡石型、伊利石型、斜

绿泥石型等。“萝卜纹”、“格”和“皮”不是确定田黄石的必要条件。对寿山石、田黄石的命名需要与国际接轨，建议使

用矿物名称与传统名称相结合的双重命名法。田黄石不只由迪开石和／或珍珠石组成，建议做进一步的相关地质调

查和测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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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山石、田黄石文化历史悠久

寿山石，以出产于福建省福州市北;@[S的寿

山乡而名；田黄石是寿山石中的一种，产于寿山乡田

坑中。寿山石、田黄石，质致密、细腻，硬度较低，易

于雕刻，其工艺品主要有两种：图章和随形工艺品。

据出土文物资料，在$@##年前就有寿山石雕刻品出

现。漫长的寿山石工艺发展历史，形成了非常丰富的

寿山石文化，成为中国传统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献资料中，把寿山石分为原生矿（山坑石和

水坑石）和次生矿（田坑石和掘性石）。潜水面以上

的原生矿称“山坑石”，潜水面以下的原生矿称“水坑

石”；溪流、田坝和冲、洪积层中的砾石型次生矿称“田

坑石”，残、坡积砾石型次生矿称“掘性石”。“田黄石”

专指产于寿山水田和溪流冲积层中的砾石型寿山石

工艺石材。这里的田黄石资源目前早已枯竭。

田黄石珍贵的黄色一般是由外表向内部变浅，

更由于其贵重，工艺师们惜石如金，雕刻技法主要是

超浅浮雕———“薄意”。如潘主兰云：“薄意者，技在

薄，而艺在意”，此意者就是诗情画意；以十分简练的

刀 法，简单几个线条就勾勒出一幅幅生动古朴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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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画卷，有着浓厚的国画特色，让人愈看愈有味。染

有石癖愿作石奴者，面对小小田黄石，倾注才思，行

刀如笔，构成件件传世之作；痴情的收藏者为一方心

爱的奇美田黄愿倾其财力，得之如狂。香港大收藏

家李英豪说：他和妻子都是田黄石的“发烧友”，他们

以其修身养性，“时时摩挲，意想玉之美德，足以化我

之气质，善我之性情，使我一生纯正而无私欲之蒙

蔽，至诚所感，金石为开。”（李英豪，!"""）。他们欣

喜得意之状非业内人士所能感受。笔者也深为田黄

石工艺品的“薄意”所动，遂萌生学习研究之欲。

! 寿山石、田黄石的主要组成矿物及

其检测鉴定

近十多年来，笔者对送检的大量民间收藏的“田

黄石”工艺品的检测研究发现，这些“田黄石”，按主

要组成矿物，可分为迪开石型、叶蜡石型、伊利石型、

斜绿泥石型等。

由笔者发起，亚洲珠宝联合会和福建省珠宝协

会主办的“全国寿山石 田黄石及相关工艺石学术研

讨会”于!""#年$!月!"日在福州召开（福州新闻

网寿山石频道%%%&’()*+%&,-.&,)，!""#）。会上发表

了一些基于大量实测资料的优秀论文，如崔文元等

的《田黄的真伪鉴别》、邹天人等的《寿山石的矿物成

分和田黄石的命名》等。大会部分专家根据其所做

的测试资料认为，田黄石主要组成矿物为迪开石、珍

珠石。但是，寿山石矿是火山岩后期蚀变产物，田黄

石是产于寿山乡田地中的寿山石次生矿，矿物成分

及其组构的变化较大，不会只由迪开石和／或珍珠石

组成，但目前还缺乏必要的地质资料，建议做进一步

的地质调查和测试研究。

迪开石属于高岭石族矿物。高岭石族矿物包括

高 岭 石（/0-12)23*）、迪 开 石（42,523*）、珍 珠 石

（60,723*）、变 埃 洛 石（8*309011-:%23*）（ 王 濮 等，

$;<=），它们的结晶化学式均为>1=［?2=@$"］（@A）<，

理论 化 学 成 分（质 量 分 数）为?2@!=<B"C、>1!@D
=$B!C、A!@$"B<C，天 然 矿 物 可 含 少 量E0、8F、

G*、H2、60、/等元素。物理光学性质也基本相近：密

度!BI!!B;，摩氏硬度（A.）!!DBI，折射率$BIDD
!$BI#"，重折射率"B""J（干涉色一级灰白）。区分

它们多用K光粉末衍射分析、扫描电镜能谱分析，但

要到一些重点实验室作，而且费用较高，我们一般用

偏光显微镜粉末油浸法确定，需要并且费用许可时

才去做K光衍射、扫描电镜测定。叶蜡石与高岭石

族矿物的密度、硬度、折射率等特性基本一致，但叶

蜡石的重折射率较高，为"B"I"，只要刮微量粉末，用

偏光显微镜油浸法观察为鲜艳的二级干涉色，而高

岭石族矿物重折射率较低，为"B""J，干涉色一级灰

白，二者很易区别。

寿山石的主要组成矿物迪开石、高岭石、叶蜡石

都是只含羟基（@A）L、不含结晶水（A!@）的矿物；

（@A）比结晶水更牢固；由它们的差热分析曲线（王

濮等，$;<=）可知，高岭石在I<"MN（随结晶粒度变

细而降低）出现吸热谷，是（@A）以A!@形式逸出，导

致晶格破坏；放热峰在;I"!$"""M（重结晶温度）。

迪开石的吸热谷在J;"MN（比高岭石高$""M），放

热峰在;I"MN。叶蜡石的吸热谷在JD"MN，放热

峰在$$!"MN。所以，它们在近地表的水田中基本

上是稳定的。

“田坑”所产的寿山石本来就来自地势高一点的

寿山石原生矿，不是在“田”里生成的，只是在水田环

境下外部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俗话说，山有多高水

有多高，潜水面以下的水坑、田坑中有水，潜水面以

上的原生矿及残、坡积砾石型次生矿中也有孔隙水

和裂隙水。这可能就是田坑石和水坑石有质量好

的，也有质量差的；山坑石和掘性石质量一般差，但

也有质量很好的（达冻石级）的根本原因。

由于这类矿床形成的地质特点，不同矿体、同一

矿体的不同地段、组成的矿物成分、结构特点会有较

大变化。认为田黄石的主要组成矿物只能是迪开石

的观点，缺乏地质勘察资料的支持。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田黄石”，以各种人工染色、

做皮等手段制造的假冒品不少（另文介绍），一般按

传统的“凭肉眼观察和手摸把玩的感觉”难辨真伪；

即便肯定为天然品，也需要借助显微镜或大型仪器

测试，才能确定组成矿物不同的品种。

D“萝卜纹”、“格”和“皮”不是确定田

黄石的必要条件

有些田黄石资料（或“权威鉴定”）认为，“萝卜

纹”、“格”和“皮”是判别田黄石的重要特征，认为没

有“萝卜纹”、“格”和“皮”就不是田黄石，这样的观

点是错误的。如!""#年在香港拍卖价=!""万港元

的一块!""多克的“清代田黄石”工艺品，就没有

“皮”、“格”、“萝卜纹”。

大家都知道，“萝卜纹”，指田黄石表面润透的体

内分布形态不规则、若隐若现的淡黄色或白色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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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质量很差，看去都是萝卜纹了。田黄石中的“萝卜

纹”有点类似翡翠中的白棉，应为一种瑕疵，多了质

量较差，真正优质的田黄石是没有“萝卜纹”的，而非

“田坑”所产的优质黄色寿山石（透明度较好的）也可

以有“萝卜纹”。金黄色的朝鲜石（似寿山石）也有“萝

卜纹”，所以萝卜纹不应是田黄石的专一判别标志。

“格”，指田黄石中分布的不规则红色线状细纹，

又称为“筋”，实为充填了氧化铁的细裂纹，有的裂纹

已被 结 晶 弥 合，成 为“隐 裂 纹”。这 是 一 种 瑕 疵。

“格”不是所有的田黄石都有，不是“田坑”所产的黄

色或非黄色寿山石也常有。“无格不成田”之说，把

一种缺陷说成是不可缺少的特征，是不恰当的。

“皮”，寿山石次生矿一般都有色质差的后期形

成的皮壳。鉴别田黄石有“无皮不成田”之说。但许

多高档的田黄石工艺品也没有皮（常见于各种资料

中的照片）。面对市场上一件件黄色的寿山石工艺

品，无皮的难说，就是有皮的，是否产在田坑中？目

前还没有可操作的科学判定原则。这样的现状是不

能适应市场发展和与世界接轨的需要的。

! 对寿山石、田黄石的命名需要与国

际接轨

资料介绍，寿山石有"#$多个品种。在福建，历

来普遍采用的是以坑分目，以产地、石质、色相取石

名的分类鉴定法，一直沿袭至今。

随着各种工艺石材资源的调查、开发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产地被发现，同一种物质按产地命名带来

许多不必要的混乱。据统计，类似寿山石的工艺石

材，已在近%$多个省市发现#$多个产地，如江苏的

溧阳石（叶蜡石）、广西的东兴石（叶蜡石、高岭石）、

吉林的长白玉（高岭石、迪开石、叶蜡石）、浙江的白

花石（迪开石）、常山石（叶蜡石）、贵州的平塘花石

（高岭石）等（方宗王圭，"&’&；蔡国声，"&&&）；每个产

地又以石色、透明度等分若干种；其中有许多质量达

到冻石级。一般人（包括业内的多数人），看了这些

名字，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石。现在钻石产地越来越

多，国际钻石垄断组织戴比尔斯早就采取将世界各

地的钻石混合后分售的办法销售。除了稀有的大

钻、彩钻标有产地资料外，一般钻石是没有产地资料

的。一些珠宝店售的钻石常标示“南非钻”；我问多

家，有何依据？没有一家能回答（仅是为促销作的虚

假宣传）。在珠宝玉石的质量检测工作中，对许多珠

宝玉石工艺品，一般是无法确定其产地的。就是在

原产地买的，也不一定是本地产的，一些冒充品也常

拿到原产地销售（在云南、新疆、福建等宝玉石产地

都有这种情况）。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并逐渐走向世界，这

种以产地命名的方法已不适应当前的需要，更无法

与国际接轨。为了保持传统文化，又利于消费者理

解，便于与国际接轨，在检测报告中和商品标签标识

中，建议使用矿物名称与传统名称相结合的双重命

名法。按中国玉石界的传统，名称中加“玉（()*+）”

字，表示矿物集合体达到工艺级，以区别于达不到玉

石级的“石”（,-./+）。透明度达“冻（(+001）”级，价值

都较高，故建议以“冻（(+001）”代替“石、玉（()*+）”，一

些以透明度为特征的名称，如羊脂冻、芙蓉冻、藕粉

冻、桃花冻、玛瑙冻等名目繁多的名称建议放在描述

栏中描述。如：

迪开石玉（寿山石），或寿山石（迪开石玉）

23453-+()*+（67.8,7)/,73）.967.8,7)/,73
（23453-+()*+）

叶蜡石玉（寿山石），或寿山石（叶蜡石玉）

:19.;71003-+()*+（67.8,7)/,73）.967.8,7)/,73
（:19.;71003-+()*+）

叶蜡石玉（青田石），或青田石（叶蜡石玉）

:19.;71003-+()*+（<3/=-3)/,73）.9<3/=-3)/,73
（:19.;71003-+()*+）

黄色迪开石玉（田黄石），或田黄石（黄色迪开石

玉）（照片"、%）

>+00.?*3453-+()*+（@3)/78)/=,73）.9@3)/A
78)/=,73（>+00.?*3453-+()*+）

黄色叶蜡石玉（田黄石），或田黄石（黄色叶蜡石

玉）（照片B、!）

>+00.?:19.;71003-+()*+（@3)/78)/=,73）.9@3)/A
78)/=,73（>+00.?:19.;71003-+()*+）

黄色迪开石冻（田黄冻），或田黄冻（黄色迪开

石冻）（照片"）

>+00.?*3453-+(+001（@3)/78)/=(+001）.9@3)/A
78)/=(+001（>+00.?*3453-+(+001）

# 寿山石、田黄石的评价

评价寿山石、田黄石价值的第一原则是石质。

石质主要指致密细腻程度和透明度，只要明丽、透明

度好，就有灵气感，价值就高。石色要与优质结合；

只是石色好，透明度差，价值不会高。如有好的石

质、好的颜色，再加上良好的工艺，那就有很好的保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值、增值作用。

田黄石并非都是黄色。林文举（!""#）在其《中

国印石三宝 石中之王 田黄石》一书中，除了不同的

黄色品种外，还列有各种“白田”、“黑田”、“红田”等。

不同颜色的寿山石、田黄石，质量也有好、中、差，不

都是“价值连城”。其他山坑石、水坑石、掘性石也有

黄色的，质量也有很好的；不论什么色，质量好的非

田坑黄色寿山石（达“冻石”级），价值也很高（比中、

低档的田黄石高得多）（方宗王圭，$%&%；林文举，$%%’；

童庆翊，$%%(；蔡国声，$%%%；李英豪，!"""）。与一些

高端买家交流，他们认为，只要是高质量的天然黄色

寿山石，就会出高价购买。

高档田黄石被称为图章石之王。在国内，随经

济高速发展，其售价不断攀升。一些港、台收藏家也

纷纷把藏品返回大陆销售。

目前，面对形形色色的图章、雕件等工艺品，无

法科学地判定某黄色的寿山石工艺品是否就产在田

坑中？如上述的“清代田黄石”，仅对这一工艺品进

行科学检测研究是回答不了的。所以，笔者建议：为

维护“田黄石”的高端品牌形象，没有产于田坑中的

充分证据，“黄色寿山石”不定为“田黄石”。

( 斜绿泥石型似“田黄石”有极大的开

发价值，急待查明产地及产出开发

状况

笔者对云南及省外收藏家送来检测的大量“田

黄石”工艺品，其中有不少“收藏了几十年”，或“祖

传”下来的“田黄石”，被确定为“斜绿泥石型”（详见

另文）。虽然它们不属于真正的“田黄石”，有些还被

染色、做皮等处理，但原石确为天然产的工艺石。有

些个体较大，达!)*以上；有些质感温润柔和，不乏

“冻石”级别的优良品种，质量不亚于寿山石 田黄石。

根据有关资料，福建寿山地区，没有发现斜绿泥

石型寿山石的报道。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没有关于斜

绿泥石型图章 工艺石的报道。笔者一直在查找文

献，询问收藏家，追踪这些斜绿泥石型似“田黄石”工

艺品的产地，以便探讨开发等问题，至今无果。作为

一个老学生的困惑，诚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帮助！

+ 结语

韩天衡为方宗王圭《寿山石全书》作的序（林文举，

$%%’）中评价：“高兆《观石录》、毛奇龄《后观石录》、

龚伦《寿山石谱》、张宗果《寿山石考》、陈子奋《寿山

印石小志》等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并说：“然而科学

的昌明深化，必将使先前的成果和定论，流露出不可

避免的单薄、琐碎和偏见。”作为一名珠宝玉石质量

检验人员，面对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与国际接轨

的需要，当我们带着现代科技测试的目光，历读有关

寿山石（田黄石是其中之一）的大量精辟论著时，我

们也有韩天衡先生那样的感慨。

现今，各种石文化，如大潮铺天盖地涌现，问题

不少。石文化急需加强现代科学的内涵。

致谢 笔者观察了大量销售寿山石和田黄石商

店的展销品，阅读了收集到的有关专著，一些收藏、

研究和经销的学者、老板给了热情的指导，并提供了

一些研究样品和资料，在此特表衷心感谢！

附中文参考文献

蔡国声,$%%%,印章三千年（中国民间收藏竟精品丛书）［-］,上海文

化出版社,
崔文元，等,!""+,田黄的真伪的鉴别［.］,全国寿山石 田黄石及相

关工艺石学术研讨会论文［/］,
方宗王圭,$%&%,寿山石全书［-］,香港：八部书屋出版社,
福州新闻网寿山石频道（000,123450,678,63）,!""+,首次全国田黄

石学术研讨会在榕召开［9:］,
郭发柽,!""",寿山石与寿山石文化［;］,宝石和宝石学杂志，’期,
李景芝,$%&+,关于寿山乡高山石的初步研究［.］,中国田黄石学术

讨论会论文［/］,
李英豪,!""",保值田黄与印石［-］,辽宁画报出版社,
林文举,$%%’,薄意艺术［-］,上海书店出版社,
林文举,!""#,中国印石三宝 石中之王 田黄石［-］,福建美术出版社,
刘国信,!""$,福寿田黄石中玉［;］,收藏，(期,
施加辛,!""$,寿山石有关问题的探讨———兼谈田黄石的命名、评价

［;］,珠宝科技，’期,
施加辛,!""(,一个田黄石新类型———斜绿泥石型的探讨［;］,中国

宝玉石，<期,
童庆翊,$%%(,中国印石图谱［-］,上海远东出版社,
王 濮，等,$%&’,系统矿物学（中册）［-］,北京：地质出版社,
王实等,$%%%,中国宝玉石资源大全［-］,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王宗良,$%&+,田黄石的矿物组成及色彩机理初探［.］,中国田黄石

学术讨论会论文［/］,
张蓓莉，等,$%%+,系统宝石学［-］,北京：地质出版社,
钟华邦,!""$,田黄宝石的特征［;］,宝石和宝石学杂志，!期,
钟华邦,!""$,田黄石珍品欣赏［;］,中国宝玉石，!期,
邹天人，等,!""+,寿山石的矿物成分和田黄石的命名［.］,全国寿

山石 田黄石及相关工艺石学术研讨会论文［/］,

附：部分样品照片及说明

$’增刊 施加辛：寿山石 田黄石基本问题及斜绿泥石型似“田黄石”工艺品的再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