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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河南电视台报名电话唐三彩瓷器鉴定。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唐三彩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卓越的制作工艺而享誉世界。为了帮助广
大文化爱好者更好地了解和欣赏唐三彩瓷器的魅力，河南电视台联合华豫之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袂推
出此次鉴定活动。

在此次鉴定活动中，我们将为您提供的唐三彩瓷器鉴定服务。我们拥有一支由鉴定师组成的团队，他们
经过多年的从业经验，对唐三彩瓷器的风格、品相、时代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们将根据严格的鉴
定标准，准确判断每件唐三彩瓷器的真伪和价值，让您对自己珍藏的瓷器有更清晰的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提供的鉴定报告将详尽地记录每件唐三彩瓷器的特点和历史背景。这些信息除了作
为鉴定的结果，更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您可以通过这些鉴定报告了解到唐代瓷器制作工艺的精湛，
了解到唐三彩瓷器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乃至了解到具体瓷器背后的故事。通过这些细节，您将更加
亲近和热爱唐三彩瓷器，进一步深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此外，在鉴定结束后，如果您愿意凭借我们提供的鉴定报告，您可以选择参加河南电视台筹划的唐三彩
瓷器展览。这将是一场的展览活动，我们将借此机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艺术家，在展览上分享他们
对唐三彩瓷器的研究成果和创作成果。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互动，您将有机会进一步提升欣赏和鉴赏唐
三彩瓷器的能力。

后，我们要为这次鉴定活动提供的特殊优惠作出说明。您只需要支付100元/件的费用，就可以得到一份
的鉴定报告。与市场上其他类似服务相比，这价格非常实惠。我们希望通过提高唐三彩瓷器的鉴定普及
率，让更多的人能够深入了解和喜爱这些文化瑰宝。

如果您对这次活动有兴趣，欢迎前来华豫之门咨询或报名。在此，我们期待着与您相见，一同探索唐三
彩瓷器的奇妙世界。

本文，我重点阐述一些高仿者还无法仿出或无法仿得一模一样的几个特殊点，分享与各位藏友、唐三彩
爱好者。



首先是苍老的千年陈旧感。真品出土前或置于潮湿的墓室，或埋于泥土中，受千年地气、水分、泥土的
侵蚀，有的出土后长期置于室内，受空气和冷暖变化的影响，其胎表已毫无新意，陈旧自然。真品的旧
感极其自然，富有层次并深入肌里，用硬物轻划，可见旧感渗入胎里，如有可能可在不显眼处轻轻敲击
一两处胎表就可发现旧感是由胎表向里渗透的。高仿三彩的胎，经作旧处理虽有陈旧感，但绝无真品胎
经岁月侵蚀而显露出来累累沧桑的自然感，旧仅在胎表不入肌里，新的感觉依稀可辨，不会出现旧感渗
入胎里的现象。轻击胎表就见“旧”仅是胎表的一层，是胎的“衣服”，不像真品旧感与胎互为一体，
不可分割。

其次是遇空气即变颜色的胎土新断面。真品三彩由于时间久远，部分胎土新断面遇空气后，胎土颜色会
由白渐变到黑，这一过程一般约100天左右，有一部分真品三彩洗净后的胎表也会出现这一现象。高仿三
彩胎的新断面或胎表就是三五年，其白色的胎土也不会有什么明显变化。把真品露胎部分放进水中，取
出后会出现中度粉红状，仿品的露胎处放进水中则呈现土白色。不过，这种中度粉红状是和仿品胎那种
死灰白相比较而言，微微呈现的粉红色，而且似乎单就河南胎而言更为合适，陕西古胎和现胎有一种胎
色微呈粉红，入水则更明显。如洛阳等地复制的仿品胎色是略呈粉红色的，放入水中呈现较醒目的粉红
色。

还有就是部分真品三彩露胎处会生出极细小的如针尖大的暗红、浅褐、黑等色的土锈。或密或疏，或多
或少地出现于露胎处的表面，有的出现在口沿，有的出现在踏板上，有的出现在器物内。土锈不是与生
俱来的，也不是一朝生成的，千百年时光的孕育使得胎体内的某些元素分子由胎内溢于胎表，成为胎表
的一个组成部分。高仿三彩的胎表绝不会出现土绣，仿造的土锈极不自然，仿品出窑之后再往露胎处“
种”上的土锈和自然生长出来的真土锈颜色差别很大，生长出来的和强加上去的，一个自然，一个僵硬
不自然。

土锈看似简单，却极难仿造，故大多数高仿三彩为了尽量减少人为的破绽，干脆就不做土锈。说到土锈
，不少人把土锈理解成胎土表面用水可冲洗掉的脏土层。其实所谓锈，是物质化学变化的产物，如铁锈
、铜锈等，它和原物不可分割，真品三彩的土锈不但洗不掉而且越洗越清楚。

至于釉光的区别，唐三彩的釉本质上是一种亮釉，刚烧成时光亮刺目，光泽灿烂，百年之后光泽渐退，
温润晶莹，釉光逐渐变得柔和自然，精光内蕴，宝光四溢。唐三彩的釉光根据所见墓室出土的器物看，
其釉光总是柔和温润的，除了釉面腐蚀严重，否则三彩真品不会失去柔润的光泽。

大多数唐三彩釉面由于时代久远都会出现蛤蜊光，它是千年风月留在唐三彩器表的影子，任何仿造者都
无法让自己的仿品穿越千年时光。蛤蜊光不管在什么颜色的釉面上都呈现出五颜六色，也不管是在什么
样的光线下其颜色也都如此。真品三彩器物通体的宝光，恍惚不定，如梦幻漂浮在绚丽多彩的釉面上，
所有的高仿者对这梦幻之光都会感到无奈。

高仿三彩釉面的光泽虽也柔和温润，但柔和之中露出灿烂，温润之中隐含贼光，其通体一致的釉光毫无
内涵，绝不会出现蛤蜊光。唐三彩的釉虽属低温釉，但仍经800度左右的温度烧成，釉面仍有相当硬度，
没有百年以上的时间，釉质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而蛤蜊光是釉质老化后釉面分子发生质变，经光折射之
后产生的特异之光。高仿三彩釉表在光的照射下，虽偶尔也可以见到淡红、浅绿等色，但仔细观察就会
发现仿品中的颜色是固定在釉里的，而真正的蛤蜊光是漂浮于釉表的，并且是五颜色六色的，而仿品的
颜色通常是一两种。

真品的蛤蜊光用一般的照相机可拍摄到，而仿品的光则拍摄不到。所以，有无蛤蜊光是鉴别真假唐三彩
的一个过硬的标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唐三彩都有蛤蜊光，所以不排除没有蛤蜊光的三彩器也属真品
。



再说一下釉面的区别。泥土的腐蚀痕迹。时至，未见唐三彩传世品的报道，几乎都是出土物，其釉面一
般均见泥土腐蚀的痕迹，不同的只是腐蚀的程度和方式。

一般情况下，是见土咬的细孔随意自然地出现于釉表，或通体或局部出现，细孔大小、深浅不一，有的
密密麻麻，有的寥若晨星。腐蚀的程度不一，有的要仔细观察才可发现。在放大镜下观察部分土咬细孔
，其边缘的釉面有轻微的腐蚀过渡。经药水处理土埋之后釉表会出现酸咬的小孔，但很有规律，僵硬不
自然，腐蚀程度较一致，没有腐蚀的过渡现象。

实际上，高仿者在釉表的处理上很矛盾，如果用药水处理，釉表的光泽又不自然，很容易被识破;不用药
水处理釉面又太光洁新颖，加入其他元素降低釉光的亮度，一经检测马脚又露。在观察腐蚀细孔时要注
意把它与釉面在窑中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棕眼区别开来，棕眼仅出现在釉表，深度约为釉厚的三分之一，
腐蚀细孔则深入釉里，有的腐蚀至胎表。

过渡自然的腐蚀斑块。部分唐三彩真品釉面还有一种特殊的腐蚀形式也是高仿唐三彩无法仿造的。那就
是光润的釉表极薄的一层釉水被腐蚀了，留下粗糙的釉面，形成大小不一的腐蚀斑块。它们出现在釉面
上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从无到有，由浅到深，再由深到浅。唐三彩出土后腐蚀不再发
展，过程停在了釉面上，给了我们辨别的依据。

先说由浅到深：腐蚀出现时，开始是釉面上出现隐约可见的微孔。微孔刚出现时可以是几个也可以是几
十个、上百上千个，刚出现时太渺小还不足以改变其釉面的光泽和颜色，乍看上去釉面正常，不用放大
镜观察也可看清;随着微孔的增多增大，其釉面的颜色慢慢变成浅褐色;随着腐蚀的日趋严重，腐蚀面积逐
渐增大，就出现了粗糙的斑块，用手摸之有刺手感，用指甲轻轻一划可划出痕迹。

再说由深到浅：腐蚀较严重的釉面向未腐蚀的釉面发展的过程是一种由深至浅的渐进侵蚀过程。首先是
严重之处釉表釉光全无，只见粗糙的面目全非的釉，用手指可抹出痕迹，再接着是稍微严重的地方釉表
极薄的一层尚存，但却有极细的孔隙且釉光暗淡，有的釉光几乎不存在了，用指甲可掐进去，再过渡下
去，受轻微腐蚀的釉表乍看上去釉面尚好，釉光也还自然，但仔细观察釉面就隐约可见腐蚀细孔，用小
刀轻划可划出痕迹。这种由浅至深又从深至浅的交替腐蚀过程，在釉表的表现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但在
时间上要形成这一过程却是要以百年为单位的。整个器物易仿，细微之处难仿。所以，吃透了真品唐三
彩的釉面，再回过头来看仿品的釉面，其浅薄之处也就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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