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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字画经过拍卖公司“镀金”，价
格便能翻几倍；卖家根据买家的穿着进
行要价；仿真、做旧高科技含量越来越
高，真假难辨……那么，古玩市场的
“水”到底有多深？让我们来听听专家
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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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六合肥城隍庙古玩市场汇集全国各地来的古玩爱好者

汪平说，据他对古玩市场的了解，目

前合肥市场是真古董很少，其中仿古、做

旧的古董要占到市场的百分之七十。尤

其是地摊和一些低档次的市场，在这里

“捡漏”的可能性很小，商户也随意要价。

说到底就是考验个人勤不勤快。

汪平建议，“在选择古董时，不要莽撞，

更不要轻易下手，要多看、多问、多比

较，多思考。如果是几百块钱的东西，

自己认为不错，可以购买；但如果是上

万元的东西，最好能找专业人士陪同

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汪平认为，“东西是会说话的”，但

要花时间来观察渗透，将感性知识融

合在理性知识，慢慢积累，以此不断提

高自己的眼力。

不要莽撞，不要轻易下手

安徽省文物店总经理汪平：

“爱好古玩收藏的，都是有闲钱

的人。生活条件好了，老百姓大多愿

花上几千上万块钱，收入多的花得更

多。”汪平说。

“一般古玩店里的东西都不是明

码标价，卖家是看人要价。”汪平举例

说，“有的卖家看你穿得好，认为是当

老板的，便提高价格，本来价值2万，

便要价5万，穿的稍差的，干脆不说价

钱。这种以貌取人的现象比较普遍，

老百姓要多留些心眼。”

“有的卖家为了让人相信东西是

真的，就编造故事，称所售的古董是几

代人传下来的。”汪平强调说，“像这样

的故事听听就行了，不要完全信。”

另外，在买古玩时，不要完全相信

书上和电视里说的，可以借鉴，但也不

能盲从。现在科技发达，造假技术日

益更新，要时刻跟随发展的脚步才能

避免损失。

商户或“以貌取人”或编故事

大部分人觉得拍卖行可信度很

高，实则不然。“拍卖行要有国家审批

获得的资质，才能进行古董拍卖，好东

西会交给有名气的拍卖行。这也是讲

究品牌效益，档次、名声都是吸引客户

的关键。”汪平说。

一般的拍卖行竞拍的字画不保

真。“刚入门的人可能会去买，你想想

几百几千块钱能买到张大千的画吗？”

谈到恶意炒作，汪平表示，“有些

画家为了抬高身价会请拍卖行虚假拍

卖，虽然是作秀，但也需要交手续费给

拍卖行。不懂的人就会以钱衡量东西

的价值，这就达到炒作的目的。”

拍卖行里门道也多，需要警惕

古玩市场的“水”到底有多深？

安徽省收藏家协会
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蔡中寅：

恶意炒作搅乱市场，
误导爱好者

针对古玩市场的境况，蔡中寅指出

是被一些恶意炒作搅乱了。新闻媒体、

电视广告大篇幅不实的报道，误导了收

藏爱好者。

一些拍卖公司为迎合心理需要，

给艺术品“镀金”。蔡中寅解释道，“他

们不断炒高价格，形成拍卖纪录，从业

者代理画家的作品，也进行炒作。制造

者虚抬身价，作品的价值让人没办法判

定，这些可以说是行内潜规则。”

古玩市场现存的问题，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管理体制不完善，市场风气

不正。蔡中寅表示，收藏投资还需深

思熟虑。

自抬身价
书画鉴定需实事求是

一些想借助拍卖行、商户抬高身价

的画家，也让古玩市场的水越涨越高。

“有些画家，为了抬高自己，比如市

场上一幅字画只卖一万元，而到画家家

里购买则需要三万元，不过交易后还会

免费再送两幅，其实是一个价。”蔡中寅

说，有的书画家还专门有代理人，然后

抬高价格，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更有画家请人到拍卖行，以高价

拍下自己的画。这么做让收藏爱好者

陷入迷雾中，书画价值到底应该怎么鉴

定成为难题。”

古玩“什锦市场”
难寻真东西

“合肥市的古玩市场没有特色，缺

陷就是没有专业市场。”蔡中寅认为，现

在的“什锦市场”是“大杂烩”，市场内卖

什么的都有，因此相关人员无法集中进

行统一管理。这不利于古玩市场打造

独有标识，也让投资者找不到方向。“像

城隍庙有很多摆地摊的，摊上什么东西

都有，让人无从下手。”

蔡中寅表示，合肥将在西二环建立

奇石市场，以此为表率，合肥古玩市场

会逐步改善管理制度。

水深莫过古玩行
钱少胆小莫进入

曾几何时，一向被看着是“高雅爱好”

的收藏活动，渐渐走了样，变了形。随着

各种资本市场以及各种人群的进入，彻底

地搅浑了原本就不十分清澈的这潭水。

如今的收藏圈也好，古玩行也罢，如

果用一句话总结给蠢蠢欲动的那些人，就

是“水深莫过此行当，钱少胆小莫进入”。

换句话说，就是假如你有一千万想涉足古

玩行，那么你要提前做好“全部打水漂”的

心理准备，否则的话，你就是“玩不起”，那

就最好不要玩。

“我从1995年开始涉足收藏，那时候

收藏圈的水还不是很浑，圈内的人也不是

特别多，制假、造假、贩假远达不到‘猖獗’

二字，更谈不上形成产业。”杨炯表示。

自从电视节目催生了“收藏热”，每天

都有数以万计的人进入收藏圈，于是乎，

拍卖行、古玩市场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

全国“生长”出来，上世纪90年代，从事艺

术品拍卖的公司屈指可数，而且几乎都集

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尤以

北京居多，拍卖行的行为也基本还算规

范，最起码没有那么多的“花样”。

那时的古玩市场也很少，除了几个

大城市有专业的古玩市场，二三线城市

有古玩市场的都不多。可是到了 2005

年前后，拍卖行、古玩城到处皆是，甚至

一些县级市都有专门从事古玩（艺术品）

拍卖的公司，古玩城更是随处可见，很多

原本靠“零打碎敲”制假售假的那些人，

渐渐把古玩的制假售假壮大成一个容量

极大的产业。

且不说古玩在制假过程中有多少翻

新花样，在售假过程中挖空了多少心机，

编了多少故事，埋了多少陷阱，就说这鉴

定行业层出不穷的糗事，也让很多人警

醒了！

收藏圈各种伎俩
害的是行业本身

杨炯说，目前的现状，基本应了那句

话：待收藏圈的各种伎俩几乎耍尽用完，

到头来害的却是这个行业本身。

杨炯认为，近些年由于进入这个行当

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外表喧嚣实际逐渐

萧条的收藏界，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那些后期进入的“投机者”或者叫“投

资者”损失的无非是金钱（实际上，这些人

损失的金钱远没有前者数额多），那些所

谓的资深“藏家”和古玩市场从业者，自身

损失的不单单是金钱，更重要的是，损害

了整个市场，还有就是自身的声誉。

举个例子，最早的宝玉石收藏，仅限

于和田玉、翡翠两大类。随着这两个品种

的资源逐渐稀缺，加之被抬高离了谱的价

格，使得很多想玩一玩的人望而却步。与

此同时，一些精明的商家开始把投机及炒

作的眼光转移到了寿山石、绿松石、鸡血

石、青海玉、俄罗斯玉等旁类上，就这样分

阶段地想着法子往各种所谓的“宝玉石”

上投，转移到某一项，就在一定时期内炒

作某一项，又吸入一个群体，吸入一笔笔

资金，然后就是始作俑者偷偷撤出资本转

战炒作其他“宝玉石”，后期进入者被套

牢。如此反复。

杨炯认为，市场搞坏了，集体的声誉

搞砸了，就像是生态平衡被破坏一样，再

想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古玩资深玩家杨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