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道成：黄龙玉之美，足可浣心扉

“黄龙玉之美足可浣心扉，那种美，美得无法
用言语表达。极品的黄龙玉具备温润凝结、晶莹剔
透等特征。每每抚摸珍藏的藏品，不仅是独享宝物
的自得，更是自己能与之对话的心灵满足。从中可
以感受到大自然恩赐的特有灵性， 今生能和黄龙
玉结缘并相伴，是我的福气。 ”

日前，在信阳市一家茶馆，市政协委员、资
深黄龙玉收藏家黄道成再次相约记者， 一边品
茗，一边聊他关于黄龙玉的收藏、把玩、心得及
打算。

谈收藏：

黄龙玉中华美食系列，为美玉收藏界
增添了一道视觉大餐和文化盛宴

在中国的玉石文化历史中， 与文化接近的品
种不断被接纳，甚至有后来居上的例子，和田玉、

田黄、翡翠等等，都是如此。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让
黄龙玉有了在全国被确立为一种新收藏宝玉石门
类的必然性。

“文化的认同与价值的市场考验都需要一个
过程。我个人认为，正是因为翡翠、田黄、和田玉等
各大名玉石资源的短缺， 加上黄龙玉自身浓郁的
色彩、均匀的质地、满意的透明度，类似翡翠可见
的纤维状结构（和田黄的萝卜丝纹类似），加上可
靠的硬度，都给了黄龙玉天赐的市场机会，使得黄
龙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一跃和这几大名玉相提
并论，收藏前景尤为可观。 ”

“我现在致力打造的黄龙玉中华美食系列已
经有近百道菜了，个个都是精品，放在一起又组成
了极品乃至孤品，这道内容丰富、惟妙惟肖的黄龙
玉大餐， 在整个黄龙玉乃至其他玉种中都是绝无
仅有的，为美玉收藏界增添了一道不可多得的、靓
丽的风景线。 ”

“从单纯的喜爱到有针对性地收藏，我一步步
地跨进了玉文化殿堂的大门的同时，同时，我也在
不经意间成了黄龙玉业界的持宝人。 在这个过程
中，我开始对提升人生境界有了更高的追求，能在
人到中年之际， 选择了这么一件丰富人生的愉悦
之事，我感觉自己是幸运的。 ”

据了解，目前，黄道成已经投资近亿元，收藏
了包括黄龙玉中华美食系列在内的黄龙玉五大系
列千余件，很多藏品都是业界的精品和孤品，他已
经从大别山黄龙玉的收藏第一人转变成为全国黄
龙玉收藏业界的领军代表性人物之一。

谈把玩：

一个像小芒果的黄龙玉籽料，通过我
三年的把玩，已变成人见人爱的通灵宝玉

把玩玉石的过程，业界的说法叫盘玉，盘玉
是玉器藏家的至乐之趣。民间有“人养玉三年，玉
养人一生”的说法，在黄道成看来，玉有灵性和生
命力。 “盘玉要选择籽料，籽料的一生太过浩瀚，

不但经过了顺流，往往也经历了逆流，但是却能
诞生别的种类永远无法超脱的至高玉质，尤其是
带皮的黄龙玉籽料，籽玉本来皮孔透润，加上盘
功就会去掉沉垢，水头、油头自然会有一定的提
升，人体的作用是盘摩汗沁，分泌的油脂又会氧
化变质，衣饰与玉件长期摩擦生电，吸附空气中
或附近微小尘埃，使外源物质得以渗入。 玉件随
人入浴会受到水浸、泡洗，在盘玩过程中的微妙
变化乐趣无穷。 最终在物理及化学的作用下，会
形成一层包浆。 ”

爱玉的人在盘玉的过程中， 实际上和玉也是
一种交流。一来玉器在把玩中日益恢复其本性，二
来从玉的美德中不断地汲取精华， 以养自身的品
性，养玉之人的心灵也得以净化。

“比如我在三年前淘的一个像小芒果的黄龙
玉籽料，我几乎随身携带，随时把玩，唯有握在手
中，才能用肌肤感受到它的温润。 三年下来，这个
芒果上原有的一点瑕疵和小的裂纹都被我摸的精
细匀称，变成人见人爱的通灵宝玉”。

玉有“五德”，玉从不伤害人，即使碎了也不割
手，总是把最好的“温润”的一面展现出来，“君子
以玉比德”的文化内涵，也让很多玩玉之人非常注
意自己的品德和修养。

“今天的华人无论身在何处， 依然尊玉、爱
玉、藏玉、佩玉、玩玉，充分反映我们中华民族这
一古老、深厚、神秘、神圣的玉文化，早已经渗透
到了中国人的血液里，伴随着人类的文明源远流
长，展示了东方古国独特的文化底蕴。 ”刚从美国
参观归来的黄道成告诉记者，即便是出国，他也
随身带着他收藏的一个黄龙玉把玩件，“只有这
样，我才觉得踏实。 ”

谈心得：

长期坚持非黄龙玉籽料级别不收不藏
的原则，不懂的东西不要碰，漏的机会远远
小于坑的机会，这绝对是真理

“黄龙玉的升值空间是巨大的，这在五年前我
接触它的时候就已经坚信这一点了，” 黄道成说：

“果不其然，

2011

年， 黄龙玉玉石之争有了定论，

国家正式把黄龙玉列入一个全新的玉种， 这当然
也是名至实归。 ”

尽管各界在对待黄龙玉的态度上， 有过一些
争论，甚至攻击，尤其这两年因为经济整体下滑的
原因， 中低端的黄龙玉的价格在市场上也有了下
滑，但高端的黄龙玉价格始终坚挺。

“我很坚定地认为， 收藏黄龙玉中的精品，就
是收藏财富、收藏宝藏，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增值
保值。我能够有幸收藏到，并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
之一，乃人生之大幸也。 ”

“我的收藏理念是精品至上，长期坚持着非黄
龙玉籽料级别不收不藏的原则。 这样不但保证了

我的藏品中精品、珍品和极品、孤品居上居多，永
久具有收藏、鉴赏、研究价值和保值增值外，而且
让我投资、收藏有了具体的方向。 这些年，也有人
劝我投资收藏其他的玉种或者古董、字画之类的，

我都一口拒绝了，因为不懂的东西不要碰，漏的机
会远远小于坑的机会，这绝对是真理。这一共识是
我坚持遵循的规律。 ”

古人云：好玉不雕，雕玉不好。 我个人赞成一
些专家的观点：藏玉只藏料，是一个当今收藏的最
理性趋势。这几年，黄道成除了囤积大量的好的黄
龙玉原料外， 也积极地和黄龙玉业界中享誉盛名
的雕刻大师们接触，共同携手打造一批精品，比如
与雕刻大师张焕学合作推出的黄龙玉美食系列，

是个成功的典范； 与雕刻大师黄利景合作推出的
雕件系列，连续三年获得业界最高荣誉“天工奖”

的一金两银， 这些都充分证明了黄道成寻宝辨识
的眼力。

“我过去曾说过，对黄龙玉的发现、喜爱到收
藏，源于与生俱来的兴趣、爱好和梦想，这份梦想
逐步得以实现，源于规划、缘分、悟性、执著和自
信，我乐于鉴赏把玩精品黄龙玉的过程，视收藏、

推广黄龙玉为责任意识的体现和实际行动。 我是
真的乐此不疲啊！ ”

谈打算：

凭借自己的知识、眼力和财力，愿意
以一己之力， 集众家之力量， 为推广、发
展、壮大黄龙玉文化产业而振臂高呼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新战略高瞻远瞩，新目标催人奋进，从经济
发展指标看：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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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翻一番；从文化建设指标看：公民
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文化产业成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这一消息让黄道成幸福不已：“据中国宝玉石
协会的专家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约有
3

亿消费
者有能力购买奢侈品， 珠宝玉石消费总额将达到
近万亿人民币。这对发展、推广黄龙玉文化产业乃
至整个宝玉石文化产业都是很大的利好。 ”

“黄龙玉还是个新兴的玉种，需要有志之士往
前推动。 我愿意以一己之力，集众家之力量，振臂
高呼，为推广、发展、壮大黄龙玉文化产业而努力，

这是发展中华玉文化的一种正当行为和责任意识
的体现。 这些优秀的黄龙玉藏品今天保管在我们
手中，最终都还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

采访中，黄道成向记者坦言，人生应该尽可能
地去寻求幸福和快乐之事去做。而之于他来说，这
种幸福和快乐， 莫过于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

“我一直认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做一个收
藏爱好者或收藏鉴赏家曾经是我的梦想。 收藏的
是文化，积累的是财富，陶冶的是情操，欣赏的是
艺术。 我乐在其中！ ”

只有认清方向， 才能在全面把握机遇中赢得
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玉，玉文化将更进一
步进入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有能力、也有信心挑起这份担子，在信阳发展、

推广黄龙玉产业， 从过去想在老家商城县建设玉
石产业文化馆， 到目前计划在信阳地质博物馆内
展出黄龙玉藏品，再到希望能在信阳建设属于自己
的玉石博物馆，我坚定这个方向，并和志同道合的
朋友一起，共同努力往前推进这项事业。 ”

苏州不产玉石，却以玉雕闻名天下。明代陆子
冈便给苏州赢得了声誉，可现在，国内人们更多听
闻的却是“天下玉，扬州工”的口号。不注重品牌建
设，再好的资源也要被人家抢去。 “我非常感谢各
级领导对我的支持，还有一些朋友的帮助，我也希
望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能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和
帮助我推广这个产业，目前，我已经联系好了几位

有影响的国家级玉雕大师来信阳落户， 这种品牌
带动效应是可以想见的；同时，我们还计划招收一
批有志于这方面的人士跟着大师们学习玉石的创
作和雕刻，为了形成行业的集聚效应，我们正在积
极筹建信阳宝玉石文化研究协会， 这样才能更有
利于形成培养国家级、省级大师的土壤，做大做强
信阳玉雕文化产业。 ”

据黄道成介绍，

2012

年他先后在郑州、 北京
等地多次参加相关珠宝美玉展， 他所参展的黄龙
玉中华美食系列赢得业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所带
去的大别山黄龙玉籽料也得到了专家和业界的青
睐，纷纷赞叹不已，还有收藏爱好者多次询问，要
求出高价求购，一一被他坚决谢绝。随着名气的大
增，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朋友力邀他前往发展，也
被他婉言谢绝，“我的根在信阳， 我的事业也在信
阳，我要把这么好的宝贝留在信阳，不让它离开大
别山。我已经打算在今年带着我的部分藏品，去香
港和台湾展出，继续为推广黄龙玉事业而奔走！ ”

“因为我始终看好这个产业， 黄金有价玉无
价，玩玉最无价的，玩玉何尝不是在玩心情呢，依
我看， 人的心才是玉中的那根水线———与玉浑然
天成，与生俱来，一脉相通，在把玩的过程中，玉通
透了，心也澄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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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向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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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妙惟肖的一桌黄龙玉中华美食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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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天工奖”银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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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天工奖”金奖作品

黄龙玉籽料原石作品

黄龙玉籽料雕件作品

黄龙玉草花作品
2010

年度“天工奖”银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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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由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