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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字画市场为什么如此火爆？行内

人告诉记者：托福“雅贿”。

近年来，社会上的贿赂方式又产生

了一个新变种———“雅贿”。行贿人不

再送官员真金白银、香车豪宅和有价证

券，改而送名家字画、珍奇古玩等。

“‘雅贿’为什么吃香？很简单，定罪

追责难。”北京的字画经纪人关山介绍，

“求人办事，送字画好处多：第一是没那

么张扬，小小一轴，拿到哪里都不惹眼。

第二是风险小，一幅同样尺寸的画，贵的

上千万元，便宜的几百元，收礼的人可以

说：‘我不懂，不知道多少钱’，或者说‘人

家送的时候，说是仿品，收着玩儿’；而送

礼的人也可以搪塞：‘我买的是赝品’，很

难定罪。第三是变现快，现在市场火热，

拍卖公司都在找关系求名家字画上拍，

卖家很快就能拿到现钱。第四是增值空

间大，只要是名家字画，没有不涨价的。

留着一张画，比定期存折的利率高多

了。”关山打了个比喻：“字画，现在就是

一张‘上了保险的无风险存款单’。”

记者还发现，“雅贿”经济特别追捧

在世画家，其原因就是在世画家的画作

存世量大，流通起来不显眼，有“公价”。

即使是仿字画，在“雅贿”经济中一

样是“香饽饽”。在北京做生意的王先生

告诉记者，生意人买字画送礼渐成风气，

“我有一个商人朋友，在北京一个中等拍

卖公司的画作拍场上，一口气就拍了300

幅画，一幅画1000多元，全部是仿画。

艺术品假拍

情况究竟有多严

重，艺术品拍卖市

场“水肿”有多厉

害？《收藏投资导

刊》编辑部主任毕

武英说，中国拍卖

市场注水率近年

来有所下降，但由

于手续费的诱惑，“注水率”

依然不低，主要集中在中小

拍卖公司。

毕武英说，拍卖注水主

要是文书画和瓷器类。前两

年拍卖公司好大喜功，为了

抢占所谓的市场份额，在公

众面前迅速提高自己的影响

力，一些拍卖公司都喜欢去

攀比数字，客观上让全国的

拍卖市场成交额成了“注水

猪肉”。

毕武英说，现在拍卖市

场注水率依然不低，但相比前

几年稍微好一些。“中小拍卖

公司因为上拍的东西一般质

量都不高，主要是靠手续费在

挣钱，但现在大拍卖公司更倾

向于真拍，因为只有真拍才能

拿到20%的佣金。”

除了主动“注水”，拍卖公

司也有被动“注水”的情况。毕

武英分析，一种是“结款难”，另

一种是货本身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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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品市场在近十年间一路高歌猛进，2012年3月和4月，全球最权威的艺术市

场信息公司Artprice和欧洲艺术基金会，相继发布艺术品拍卖市场年度报告，显示中国首

次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

屡创“奇迹”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价格，是“水肿”，还是实力？艺术品假拍炒作现象究

竟有多严重？6月中旬，记者前往中国艺术品拍卖重地北京，一探虚实。

6 月 18 日，在

北京一位藏家金先

生（化名）家里，一

只元青花梅瓶摆在

客厅的博古架上，

梅瓶发色深沉，结

晶斑透古渗胎，画

工流畅，人物故事生动。“怎

么也得几十万吧？您就随

便一搁？”记者一脸惊讶。

金先生但笑不语，从抽

屉里拿出一本拍卖证书。

记者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只

见上面一边盖着某知名拍卖

公司大印，一边写着“元青花

XX 梅 瓶 拍 卖 成 交 价 ：

8800000元人民币”。

“别紧张，证书是真的，

东西是新的！”金先生哈哈

大笑。在收藏界里，最怕说

东西“新”，所谓“新”，即现

代仿古品。

金先生的梅瓶，是在该

拍卖公司一场春季大拍上

“出货”的。跟着这只梅瓶，

还有一只汝窑水洗等总共

7 件物品。“梅瓶是在潘家

园买的中仿，大概花了500

元，‘成交价’880 万元；汝

窑水洗是低仿，买来花了

50元，‘成交价’300万元，7

件全部‘拍’出，不过卖家是

我，买家还是我。一番折

腾，拿了 7 张证书，成本是

拍卖公司4万元手续费。”

据悉，当时和金先生一

起把东西拿去上拍的卖家

朋友，一共有9个人。每个

人都上拍好几件藏品，绝大

部分是不值钱的“新”东

西。按照起拍价3%-5%向

拍卖公司支付手续费，金先

生给出4万元，总起拍价是

100万元，“这4万元包括图

录费、保管费、佣金，等等，

钱交了之后，拍卖公司就很

‘自觉’地送给卖家一个参

拍资格。虽然说按照行业

规定，卖家是不可以参拍，

但是又有谁去执法？所以，

或者找人、或者亲自上阵，

在卖场上举牌为自己的拍

品当‘托儿’，已经是行内公

开的秘密。”

既然是假拍，

卖家为什么还宁可

白丢手续费给拍卖

公司？“中国文物黑

皮书”三部曲作者、

文化学者吴树向记

者介绍了假拍的几

种情况。

第一种是以假

充真，希望能把仿品买给“水

鱼”的卖家，有时候真能碰上

“二把刀”（注：“二把刀”是指

古玩知识不足、技术不高的

人），赚个盘满钵满，如果卖

不出去，卖家就索性自拍自

举，拿到拍卖证书，造成“流

传有绪”的假象，积累下次拍

卖成“真”的基础。

第二种是当代书画真

品，目的是为了捧高某人书

画的价格，就像炒金银股票，

炒来炒去倒几手，反正一张

字画无论拍多贵，拍卖公司

都收3000元的手续费，假拍

几轮下来，制造出越来越天

价的“市面成交价格”。

第三种是为藏品制造

“好出身”。比如金先生的梅

瓶“拍”出后，不仅上了拍卖

公司的录，还被各大知名媒

体报道，将来如果想把这个

梅瓶出售，图录、成交记录、

媒体报道都齐全了，再加上

一个完美的收藏故事，这就

是一件“流传有绪”的真品，

将来无论是再次上拍还是卖

给私人，都有了价格基础。

第四种是洗钱，比如某

人有 1000 万元灰色收入要

“洗白”，他可以拿一件不值

钱的藏品上拍，让朋友用这

1000万元买下这件藏品，三

倒两转，1000万元便成了自

己的“合法所得”。

第五种是行贿，公权力

拥有者把自己的藏品拿去上

拍，想行贿的人自然踊跃捧

场，当“送财童子”。

既然知道交给拍卖公司

的是“纯手续费”，手续费高

低由卖家的起拍价定，为什

么卖家还愿意给高？吴树

说，拍卖公司就是看准卖家

希望定高起拍价。“根据规

定，只要达到起拍价，有人举

牌，这件东西就一定要成交，

否则算卖方违约。”如果是真

正拍卖出去了，买家、卖家还

要分别给拍卖公司10%以上

的佣金。

记者了解到，所有的假

拍，都会被记入官方的艺术

品拍卖成交记录。

“雅贿”经济
催生赝品火爆

近年来，只要是名家的作

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均有骄人

战绩：5 月 12 日，著名画家李可

染的作品《韶山》在中国嘉德拍

出 1.24 亿元，成为众所瞩目的

“冲亿大户”。但仅仅20天后，李

可染的《万山红遍》又在北京保

利以2.93亿元成交，刷新其作品

拍卖纪录……

但更加兴旺发达的，却是全

国各地的赝品字画市场。几乎

所有名家，都避不开赝品的“如

影随形”，无论是拍卖场上，还是

艺术品店里，无论价格是几百元

还是上百万元，都很难“保真”。

一位行家告诉记者，全国名家字

画收藏市场中，九成以上都是赝

品。由于赝品太多，行内已经见

怪不怪，更倾向于用“仿”字来取

代刺耳的“假”、“赝”。

据《羊城晚报》

500元梅瓶拍出880万元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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