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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田黄石及黄色印章石

王 军，徐海明，樊 莉
（中国地质科学院 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

摘 要：本文简单扼要地介绍和类比了寿山田黄石及相似印章石，思考了寿山田黄与昌化（田）黄石、寿山田黄与其

相同母岩的掘性石及洞采石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只要是质优印章石，无论产地与产出状态，均可依主要矿物统一分

类命名，依优劣统一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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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田黄石

858 产地及产状

田黄石产于福建福州城北=#YJ的寿山溪中，

地理位置为西起坑头占、东至结门潭、总长约?YJ
之小溪及其两岸边的田地、沙土中。这是由于受到

地壳变动、风化作用、山洪及雨水冲涮等，使得部分

高山石矿体崩裂、滚落，最后埋于寿山溪两旁水田的

砂层中。

859 定义

田黄石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狭义的田黄石

为田坑石中的一个品种，即黄色的田坑石。而田坑

石还有白、红、灰、黑等各色田石，称之为白田（黄）、

红田（黄）、灰田（黄）、黑田（黄）等，其颜色或因其在

搬运过程中存在元素的交换和有机物的浸染（后期

改造），也可为其成岩过程中各种微量矿物的参与

（原始形成）。但无论何种颜色的田坑石，即使是较

纯净之白田，也具黄色色调，概因其成岩流体中普遍

含有M<=@。故广义的田黄即为寿山石中的各色田坑

石。

85: 矿物组成

田黄石的组成矿物为各种粘土矿物，以迪开石、

珍珠石为主，并可含少量高岭石、伊利石、黄铁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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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特征

（"）石形：原石为次棱角 次圆状，表面可见大大

小小的不规则凹坑和沟槽即磨蚀坑或沟，为经长期

搬运过程中留下的痕迹。

（#）石皮：经风化及微量元素、有机质的浸染，

田黄多具单层石皮，无皮者很少，皮多为黄、黑、白等

颜色。

（$）萝 卜 丝 纹：普 遍 发 育，即 所 谓“无 纹 不 成

田”，但并非绝对。其为内生成因，而非经搬运过程

中后期作用形成。

（%）红格（筋）：为田黄石在滚落过程中受到撞

击而成的天然裂隙，并由&’#($ 等微量元素充填。

少数质量好的也可无格。

（)）质地：细腻，温润，把玩时滑不留手，把玩后

有强烈的宝光，质优者具“温、润、细、洁、凝、腻”六

德。

（*）色泽：色可各异，如黄、红、白、黑、灰等色，

但均具黄色色调，加工后的光泽多为弱蜡 油脂光

泽，原石可为土状光泽。

（+）黄铁矿：田黄石中的黄铁矿多褐铁矿化，发

褐、发黑，以此可与相似之山坑石区别。

（,）矿物成分：应以迪开石或珍珠石为主，可含

少量高岭石、伊利石、黄铁矿及火山岩之残余。此项

鉴定工作可应用红外光谱仪、拉曼光谱仪、-光衍射

等仪器来完成。

（.）雕刻家可用刀感觉到：“田黄石如用刀轻

刮，刀感畅而微沉，粉粒均匀；而带皮的硬田、鹿目格

石、掘性杜陵石和掘性高山石等，用刀轻刮则稀松如

土”。

（"/）硬度：摩氏硬度为#!$，可与硬度低的滑

石、石膏（"0)）及硬度高的黄龙玉（石英质）、黄翡相

区别。

（""）密 度：田 黄 以 迪 开 石（#0*#）、珍 珠 石

（#0)）、高岭石（#0*$）等高岭石族矿物为主，故其密

度不应大于#0+。

以上各项是田黄石的基本特征，是鉴别其与其

他相似印章石的特点，但绝不可机械照搬，而应统筹

考虑。如：田黄石与掘性石都有石皮，这就要看石

形，有无长期浸于水中而显得更加润泽，及在长时间

滚落过程中由于受到撞击而成的天然裂隙———格裂

是否发育等等。又如：由于与水的长期作用，田黄石

中的黄铁矿多褐铁矿化，而原生寿山石中黄铁矿多

无褐铁矿化。再如：利用田黄石密度、硬度、光泽等

基本的物理特征，就可区别以迪开石为主的田黄与

以其他矿物组成的相似印章石。

# 相似的印章石

#!! 其他品种寿山石

寿山石以产状可分为田坑石、水坑石及山坑石；

原生矿石称为洞石，次生矿石称为掘性石。若根据

矿物组成又可分为迪开石类、叶蜡石类及伊利石类。

这样可把传统的以产出地或矿洞命名的"//多个品

种进行科学的分类。

与田黄石相似的寿山石有：水坑石中次生矿迪

开石类的掘性坑头石、原生矿迪开石类的水晶洞石；

山坑石中次生矿迪开石类的掘性高山石、鲎箕石、掘

性都成坑石、鹿目格石、掘性善伯洞石；伊利石类的

连江黄石；原生矿迪开石类的荔枝洞高山石。

因为有些掘性石种和田黄的产出方式相近，外

表特征相似，极易混淆。最难辨认者为优质掘性坑

头石及掘性高山石；次难辨识者为鹿目格石及纯浓

黄色的荔枝冻石。主要还是据田黄的特征，从品质

上去辨识。

（"）掘性坑头石：产于坑头砂土中的块状独石，

色黄者类似田石，石皮薄，石质凝腻而灵透，有白浑

点，晶莹而坚结，含稍杂的萝卜丝纹或平行的牛毛

纹，偶具红格，故又称为坑头田。颜色蜜黄者与田黄

石极为相似，颜色黑赭者，性状几乎与黑田无异，偶

隐含绵花杂纹及含白色晕点及黑色金属砂点。

（#）水晶洞石：水坑石中的上品，有白、黄、红等

颜色。黄冻，浓黄如枇杷，比黄水晶冻色泽浓而浑

厚，明黄胜暗黄。偶有一二处透明似玻璃白，略有红

筋及不甚明显的萝卜丝纹，极似田黄冻，但比田黄冻

更胜晶莹，无石皮且色泽表里如一，不似田黄内外浓

淡有别。

（$）掘性高山石：纯净通灵，外泛淡黄色，时有

萝卜丝纹和石皮，石质较松，

（%）鲎箕石：质美者俗称“鲎箕田”，外形多不呈

卵状，质较松，性较燥，石纹粗且多呈直线状，如不上

油保养，干涩少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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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性都成坑石：产于砂土中，质地温润，石

质微坚，多有石皮，具萝卜丝纹和红格。

（"）鹿目格石：都成坑山临溪山坡地中，有黄色

或白色石皮，多不通灵，无萝卜丝纹，往往有红色泽

透出，俗称“鹿目田”。

（#）善伯洞石：其黄色结晶体可与田黄冻石比

美，无皮及萝卜丝纹，时有细小金属砂点，俗称“金沙

地”，有时还有“花生糕”浑点。

（$）寿山连江黄石：产于寿山金山顶的东北坡，

石多呈藤黄色或土黄色，偶有石皮，质地较粗，石性

稍硬具多裂纹，缺少石皮、萝卜丝纹和红筋。

（%）荔枝洞高山石：色泽娇艳，偶有色皮，过于

晶莹不够温润，萝卜丝纹较粗。

!&! 昌化黄石

主要由迪开石、高岭石组成，无珍珠石，且含少

量石英、明矾石等。有白、红、黑各色，多产于沙质山

坡之中，未经溪水的洗刷，滚动，多有棱角，多具较厚

石皮，也有产于农（水）田以及山坡梯田中。质优者

通灵温润，形体好，石皮完美，萝卜纹理少见但若有

则清晰匀称、色泽丰富，但石色表里不一，稍雕即显

白色或浅黄色，石体裂纹少，有人称之为昌化田黄。

!&" 巴林福黄石

在巴林石中，凡主体呈黄色且半透明者均归此

类，其矿物成分以硬水铝石为主，含有迪开石，并按

其颜色、纹理等分为若干品种，主要有：鸡油黄、密蜡

黄、水淡黄、流沙黄、黄中黄、虎皮黄、落叶黄、金桔

黄、豆沙黄等二十多个品种。而绵性巴林黄冻石中

的鸡油黄（亦有刚性者）、密蜡黄、水淡黄等与田黄多

有相似，但其无格及罗卜丝纹，并具许多不规则交错

纹理。

!&# 青田石中的黄色石

多以叶蜡石为主，硬度较低，为’!’(!。主要品

种有黄金耀 、密蜡冻、秋葵 、封门青、夹板黄 、菜花

青田、黄金条、麻袋冻 、黄青田、周树黄（黄金条）、岭

头黄等，其中黄金耀与田黄最为相似。

黄金耀为青田石中最佳黄石，其黄色艳丽，质地

细洁温润，放大观察常见白色绢云母呈丝带状分布

（而田黄中的白色部分多由迪开石、伊利石等高岭土

矿物组成，并呈点状分布），紫外灯下具荧光。产于

封门及尧士等地。

!&$ 其他黄色之彩、玉石

滑石、石膏 、黄龙玉（石英岩）、黄翡（翡翠）、甚

至黄色塑料等颜色与田黄有相似之处的彩玉石及假

冒者，外观不乏细洁温润者，但其物理性质（光泽、硬

度、密度、质地⋯⋯）及化学成分与田黄相差甚远，故

易鉴别。

) 由田黄石所想到的

"&% 寿山田黄与昌化黄石

素有“中华石帝”美称的寿山田黄出产于福建寿

山，出现于明代，至清代名扬四海，文人雅士、达官显

贵无不以拥有一块上好的田黄为荣，当时就有“一两

田黄一两金”之说。随着资源的减少，田黄的价格早

已高出黄金几十倍。无独有偶，浙江昌化鸡血石同

样出现于明代，并在清代名震天下。乾隆皇帝对田

黄石和昌化鸡血石都宠爱有加，使得两者身价不凡。

昌化鸡血石与寿山田黄石几百年来共同构筑了中国

印石文化的巅峰。

后来人们发现了一种昌化黄石，经过与寿山田

黄对比，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不但在山坡砂

地中产出，也有产于农（水）田以及山坡梯田中的，便

提出“昌化田黄”这一概念。寿山田黄经过几百年的

开采，在产地见到的大都是些“边角料”。相比之下，

虽说优质昌化田黄也极其少见，但从已发现的来看，

总体上通灵温润，形体好，分量足，石皮完美，萝卜纹

理少见但清晰匀称，色泽丰富，石体裂纹少，有人便

主张寿山田黄与昌化田黄共同发展。这一观点得到

了不少鉴赏家的认可。

此观点的反对者认为，田黄产地只有寿山是历

史形成的共识，田黄与寿山天生一体，密不可分。经

过几百年的发展，田黄已经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换

句话说，说起田黄，人们并非只想到某种石质，还有

许多与之关联的文化。因此，石质再相似也不能称

为田黄，因为这是许多酷爱寿山田黄的人不能接受

的（这一点有点像和田玉）。同时，从名称的起源上

看，田黄是出产于水田中的黄石，所以称为田黄，而

所谓的昌化田黄却出产于山上，相当于寿山的掘性

石，所以名不副实，只可称之为“山黄”。

"&! 寿山田黄与其相同母岩的掘性石及洞采石

田黄石及掘性杜陵石、掘性坑头石以及掘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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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主要是由坑头上的高山石演变来的，因此具有

极相近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其与掘性石的不同

在于田黄石长期得到水的滋润而显得温润细洁。与

洞采石不同的是田黄石遭受了后期的物理及化学改

造，具有了石皮与红格，并更显温润细洁。但两者毕

竟具有相同的血脉，优质的掘性石及洞采石足以和

一般的田黄石比美。

! 结束语

寿山田黄石以其优异的品质深受人们的喜爱，

并尊为石中之帝，几百年来受到了文人雅士、达官贵

人的追捧，并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田黄石产出

极少，更因为寿山田黄经过几百年的采挖，在产地寿

山能见到的大都是些体量不足、皮色不全、形态不

正、肌理裂纹较多的”边角料”，已近翻挖殆尽，更显

得弥足珍贵。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是抱着传统的田黄不放，还是开拓更广泛的“黄石”

市场。笔者认为，宝玉石是为人服务的，印章石也不

例外。只要是质优黄色印章石，无论产地与产出状

态，均可依主要矿物统一分类命名，依优劣统一定

级，以省去造假（皮）者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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