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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乌鲁木齐和田玉这个圈子里，博玉轩的老板柯长林被同行称为“大侠”，一是因

为他长得颇有金庸小说中大侠的风度，二是他在和田挖了近20年的玉矿，常年累月的野

外生活锻造了他豪爽、仗义的性格，大家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倾力相助。“大侠”就这

样叫开了。 

    初见柯长林是在他的店里。在这里，记者看到了镇店之宝――中国玉雕大师顾永俊

的几件玉雕作品，收藏价格相当高。刚从外地回来的柯长林说，上海的博玉轩玉器店马

上就要开业了，过几天还要飞过去。 

    在新疆，开山攻玉的第一声炮响响自于田县的阿拉玛斯玉矿，从1982年到2000年，

柯长林在这里工作了18年时间，把自己宝贵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苍茫、荒凉的昆仑山。 

    如今，柯长林已经从采矿人成功转型为和田玉经营者，收藏名家之作也成为他工作

的重心。但是从他身上，你依然可以看到岁月磨砺所留下的烙印。 

    他说，要感谢十几年的采矿生涯，它已经变成一笔宝贵的财富，让自己受用终

身…… 

 



    艰苦的采玉生活 

 

    现代采玉与古代采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开采原生玉矿占主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各地县建成许多玉矿，用较先进的方法采玉，使得采玉规模扩大。先后有十余处玉

矿都曾开采，但规模较大者有于阗县阿拉玛斯玉矿、且末玉矿和叶城玉矿，其他地方如

塔什库尔干县、皮山县、和阗县、策勒县等都是曾短期开采玉矿。  

    在过去，古人开山攻玉，一直受开采条件和生产工具所限，是用榔头、铁钎、錾子

等较为原始的方法凿石取玉，开采来的玉石自然大不了。到了近代，人们嫌这种开采方

式玉石的获取率太低，就用硝胺炸药放炮打眼的办法来剥离围岩获取玉石。  

    于田县玉石矿成立于1957年，建矿初期，是在古代戚家坑矿的基础上开采，是主要

白玉产地之一。该矿位于西昆仑山之巅，海拔高4500--5000米，汽车只能通到柳什大

队，从柳什到矿山有两天驮运小路，两天人工背运，交通非常困难。 

    柯长林说，开采山玉的季节是在夏季，依矿山海拔高度和气候状况而有小的差异。

因和阗玉矿多分布在昆仑山近主峰一带，往往高寒多雪。所以采玉者多在5月下旬进矿，

6--8月采矿，9月上旬出山。 

    玉矿不像别的矿石连片，而是断断续续地藏在岩石夹层中，矿脉真的如古诗所云如

烟似雾、飘忽不定。偶尔露出的矿脉又被厚厚的岩石层包裹，每取一块玉必须去掉大量

的包在玉外的坚硬岩石。这就决定采玉人要付出十分艰辛的劳动。 

    谈起当年采矿的种种经历，柯长林依然记忆犹新。 

    “80年代开矿的条件非常差，由于海拔较高，工具和物资运到中转站后，只能靠人

力背上山去。背100公斤菜上山，最后运上去的最多只剩下30公斤。由于要在山上呆5个

多月时间，蔬菜一般都不够吃，这时候只能摘野菜充饥。” 

    在山上，采玉人住的都是帐篷，大家先挖一个地窝子，然后把帐篷架在上面。白天

还好些，到了晚上，气温就下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即使穿上厚厚的棉袄，也会觉得冷。

大家只好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互相取暖。由于生活单调、乏味，喝酒成了大家消

遣的方式，柯长林说，自己的酒量就是在这时练出来的。 

    通往矿点的路都是悬崖峭壁，大家踩着凿好的坑点慢慢往上爬，稍微不小心就会跌

下山去。常有人落下山沟，而摔骨折更是常事。由于要背着二三十公斤的物资爬山，常

年累月下来，很多人都得了风湿、腰肌劳损等疾病。 

   “那时，上山采矿都没有医生跟随，不得已，我只好自学医术，慢慢地，一些常见病

也能治了。在山上，如果得了感冒三天还不见好，那就比较麻烦了，由于空气稀薄，很

有可能转为肺气肿，一时半会也无法运下山治疗。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得病。” 

    柯长林说，自己最危险的一次生死考验是五天没有进食。“一次，大雪封山，所有

的食物都吃完了，我和同伴五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已经饿得筋疲力尽了。幸好第六天有



人把食物送上来了。如果上不来，我们可能会饿死在山上。现在想来也感到后怕。” 

    对柯长林来说，18年的采矿生涯也算是九死一生了，虽然没有缺胳膊少腿，但却留

下了很多高山职业病。 

上山的必经之路，稍不小心就会被水冲下去 

    18年的无悔付出 

 

    艰辛的劳动换回的却是微薄的收入。80年代，合同工的工资只有一百多元，每月的

补助也只有3毛钱。“单位曾招过5名大专生，但上去一趟后就再也不去了，加之待遇不

高，陆陆续续有人就离开了。” 

    如今，在新疆的和田玉行业，与柯长林有着同样采玉经历的人聊聊无几。但他坦

言，大学毕业时差点与采矿失之交臂。 

   “我大学学的是采矿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和田地区于田县玉矿，但矿领导觉得我是

大学生，吃不了苦，不想要我。没办法，我只好找到了县领导。在县领导的干预下，他

们才接收我，让我当了一名技术员。” 

    柯长林说，自己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鼓足干劲留下来，让小瞧他的人看看，

大学生一样吃得了苦。在这期间，他依然有很多调动的机会，但最终都被他放弃了。 

    也许正是这种不服输的劲头，让他一呆就是18年。在这18年里，他把于田所有的矿

点都跑遍了。 

    1998年，由于政策的放松，柯长林承包了阿拉玛斯玉矿。承包期是三年，如果这三

年中采不出矿，那么，所有的付出都将化为泡影。巨大的风险让他意识到了肩上的责

任。 

    前两年，柯长林都没有找到矿脉，眼看着承包期将过，他开始心急如焚。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一天，大家放完炮后就去吃饭了，吃完饭大伙都准备收拾东西下山。一个人说，要

不再去看看吧。上前一看，玉矿终于采出来了。大家都欣喜若狂。最大的一块有136公

斤，我们花了半个月时间才运下山，卖了6万块。如果再放几个月，就可以卖到50万。” 

    柯长林说，前期他已经赔了五、六十万元进去，钱大多都是从银行和朋友那里借

的，如果再不出矿，真的要血本无归。“这一坑矿开出来，前期投入的资金就收回来

了，还赚了一些。” 

    这是柯长林挖到的第一桶金，现在想来，真的是来之不易。 

    玉矿挖出来了，如何才能卖个好价钱却成了难题。 

    90年代，和田玉并不想今天如此红火，市场行情并不被看好。“我们那时卖玉还要

请人吃饭，送礼。一次，我们挖出了一块106公斤的和田玉，买家都不愿意出高价，最多

的也只出1.5万元。我觉得卖得太便宜了，就说服一个在某公司工作的朋友以2万元的价

格买了下来。放到年底，他又以7万元把它卖掉了，净赚了5万。现在这块料最少值100



万。” 

    就因为这件事，他还被人诬陷，说他私自贱卖矿上的玉石，幸好县里几个领导知道

他当时的处境，也了解他的人品，关键时刻为他说了话。 

    在于田玉石矿的18年时间里，柯长林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他的奉献也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肯定。现在，他每年都要回和田，那里的人一见到他就会热情地和他握手、寒暄，

好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克里雅河是上山必经的一条河，水流非常湍急，采玉人必须依靠绳索才能过去 

   十几年的苦没有白吃 

 

    柯长林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除了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

头外，更主要的是对和田玉的喜爱。 

   “和田玉有8000年的文化，在亿万年的岁月打磨中，它们非但没有生锈和腐化，反而

变得更加温润。玉文化所映射出的玉德，能够净化每一个人的灵魂。” 

    也正是因为有着十几年采矿的经历，如今，柯长林辨识和田玉的眼光非常独到，在

圈子里都是出了名的，甚至一些玉雕大师对哪块料摸不准也会找到他，让他看看。 

    柯长林说，十几年的苦没有白吃，现在能够在和田玉经营方面取得一些成绩，要感

谢和田玉，感谢那段艰辛的岁月。如今，他的生活已经和玉离不开了。“卖掉一块好玉

我会痛苦好几天，连做梦也会梦到。” 

    见证了和田玉由受人冷遇到迅速升值的转变，柯长林很庆幸和田玉能有今天这样光

彩的大好时光。他说，过去和田玉产量小，市场也小，现在市场大了，好玉可以说是供

不应求。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田玉还会有上涨的空间。

收藏和田玉也将成为他以后的工作内容。 

    经历了这么多，他深有感触地说，采玉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苦，但后来就不觉得苦

了。“我把它看作一种磨砺，一种人生必经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我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豁达，这也是一种收获吧。”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和田玉资源将枯竭的说法，对此，柯长林并不认同。他说，和

田玉矿源依然很丰富，只是很多玉矿还没有探明，开采难度也较大。“也正因为艰难，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和田玉。中国有句古话，宝藏都在最艰难的地方，这是有道理

的。” 

    一位钟爱和田玉的人曾对记者说，黄金有价玉无价，只有亲眼看到采玉浩大的工作

场面、极端艰苦的工作环境，你才知道得到一块宝玉是何等的困难与艰辛。那些沉睡了

亿万年的玉石精灵把自己藏匿起来，仿佛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躲避人的寻找。从不曾想

到会在今天，它被一束束电光照亮、惊醒，带着谁的御旨从时间的另一侧现身。 

    结束谈话时，柯长林说，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为和田玉付出了太多。现在想想，



仍然回味无穷。如今，自己年纪大了，无法上山采矿了，如果身体好，一定还会上山去

采。“对于生死，我已经看淡了……”。 

采玉人沿着陡峭的峭壁一步步地登上山顶 

低矮的帐篷就是采玉人的住所 



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所有的物资都要通过毛驴驮运到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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