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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痴迷迷古古玩玩花花千千元元买买到到假假宝宝刀刀
微信也有假古玩店，玩收藏遵循古玩行规更要守法

近年，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加上不少影视小说作品的推动，“古玩”这个字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野
中。更让不少普通市民知道了“拾漏”这样的古玩术语，可是很多市民并不知道，“拾漏”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古玩玩也远非影
视作品描述的那么风雅简单。最近，家住滨州经济开发区的王先生的一次“拾漏”竟然拾了一个“烦心事”。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昊

古玩类投诉低

原是有“行规”

不少古玩店经营者都对记
者说，古玩收藏水很深，即使是

“高手”，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
从未交过“学费”的人几乎不存
在。可是令记者奇怪的是，古玩
市场上当受骗的案例数不胜数，
却极少听说有人成功维权。记者
联系消协，其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关于古董维权的情况的咨询
和投诉比例还是相对较低的。

在滨州高杜文化市场经营
古玩生意近十年的严勇(化名)
介绍，古玩界历来有“不打假”、

“不退货”的行规。“大家都是凭
眼力，买对了捡漏，买假了打眼。
不管是买家买到了假货，还是卖
家低价卖出了好货，一般都不能
找对方讨账，古往今来都是如
此。”

对此，滨城区信言律师事务
所律师彭军对记者表示，古玩交
易由于其交易对象的特殊性，有
其特有的交易行规，但其本质仍
是一个买卖行为，仍然要受到相
关法律的约束。《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明确规定，在买卖过程中，
如果经营者提供虚假不诚实的
陈述、允诺，导致买受人陷入错
误认识，购买了假货，受到经济
损失购买人就有索赔的权利，古
玩交易也没有例外。

痴迷古玩外出“拾漏”捡到“宝刀”

7日上午，王先生说，自己
痴迷古玩已经好几年了，也就
是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古玩知
识。随后，王先生拿出了一把古
式佩刀给记者看，并告诉记者
这把佩刀就是自己近来的一件

“烦心事”。原来，酷爱古玩的王
先生自从2011年开始就和不少
朋友去外地乡间“拾漏”，王先
生向记者解释，所谓的“拾漏”
是一个古玩术语，就是指发现

了高价值的古董，买下时的价
值很低，特别是在乡下寻宝过
程中。就在2014年下半年，王先
生和朋友去河南南阳淘宝，“当
时，在一个摊上就看见了这把
刀，那老板告诉我这是一把老
满洲刀，我以前一直喜欢清代
历史，所以我上前看看，这把刀
外形符合满族刀的特点，也让
朋友看看外形，刀鞘确实是一
件老东西，觉得可能是晚晴时

期的，问问只要3000元，想了
想，我就买了下来。”

回到滨州以后，王先生更
加喜欢这把外形威风凛凛的东
西，甚至专门打造了一件盛刀
的盒子。但不久，在一次朋友聚
会的王先生的朋友在看到这把
刀时，看过刀身后说这把刀的
刀身太新，不像是清朝的，“让
我朋友一说，我也犯了嘀咕，外
面一看确实是像老东西，这是

怎么回事呢？”
随后，记者联系了滨州市

古董鉴定专家吕泮林，吕老师
告诉记者，王先生这种情况叫
做“接活儿”，即将一件破损的
真品用现在材料补上缺口，王
先生这把刀形制上是符合清朝
刀样的，但是刀身肯定是现在
打造的，“所以，这样的物品，坦
白说，基本上已经没有很大的
收藏价值了。”

部分网店也是售“假古玩“的工具

在走访的过程中，记者发
现随着近些年网络社交媒体的
发展，这一新兴技术也成为了
不少人推销“假古董”的平台。
家住滨城区的李先生也告诉记
者，2014年10月，自己曾经从网
上购买过一个自称民国时代的
紫砂壶，“当时那边也是出照
片，也是发个视频。让人看着真
像是家里传下来的东西一样。”

接着，记者按着李先生的
指点逛了一下类似的微店，记

者看到了诸如“收货的”、“泥腿
子”等这样乡土气息浓重的店
名、网名。高杜古玩市场古董店
主高海清(化名)告诉记者，由
于网络买卖双方是不见面的，
所以名字就显得比较重要，能
给不少买家一种“不见其人先
闻其声”的宣传效果。

记者在一家叫“如意如意”
的小微店观察了一会儿后发
现，这些“微商”上传不少所谓
的“古玩”出土过程的图片，甚

至有些连乡土背景都一块照进
去。或是左手持货右手拍照，照
片上的左手无一例外地“饱经
风霜”，指甲缝里也全是黑泥。

“这些图片看了让人心酸，似乎
买家砍点价都是缺乏同情心的
不齿行为。说的有图有真相的，
真不觉得这会是假的。”李先生
说。

吕泮林告诉记者，初级玩家
一定要切记一句老话：“收藏不
听故事，捡漏只是传说”。除了加

强学习之外，在实战中买家朋友
一定要认真观察器物本身，就器
论器，切不可跟着卖家讲的故事
走。另外，对已经收藏到的藏品，
闲暇时要常常上手把玩，在日复
一日的把玩中，慢慢就会对器物
的造型、胎釉、轻重、包浆、气味
等，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用
眼睛看只能判断一个物品的大
概，而正是这种在千万次把玩中
形成的‘整体感觉’才是能够保
证真实性。”

王先生专门为自己购买的“宝刀”订制承台。 某微商展示的“老物件”。

二二百百多多户户居居民民买买房房多多年年拿拿不不到到房房产产证证
绿洲商住小区开发商承诺2015年底前办理完房产证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郗运
红) 近日，家住黄河二路渤海七
路绿洲商住小区的马先生向记
者反映，自己全额付款买了五六
年的房子变成“别人”的了。绿洲
商住小区有200多户居民买房多
年拿不到房产证，开发商承诺
2015年底前，按通知要求交过办
证款的住户办理完房产证。

“2014年年底的时候，我们
小区有个住户想要抵押房屋贷
款，去房管局办理业务时，被告
知自己房屋被查封了。”马先生
说，后来小区里的居民也听说房
子被查封的事情，开始对自己家

房子感到不放心。
近几天，马先生与跟他同命

相连的“战友”们游走在上访的
路上，希望可以为自己所受冤屈
讨回公道。通过上访，他们终于
在房管局查询到自己的房屋情
况。“我们200多户有一半都被法
院查封了，都是全额付款的。”马
先生说。

绿洲商住小区的李先生是
在2010年签的购房合同，因贷款
没有办理下来在2011年交全款
住进了新房里。在购房时开发商
说当年年底就能为他们办理房
产证，到现在也没有拿到手。

2012年，开发商又让他们缴
纳办理房产证的手续费用每户
按照房子大小交25000到30000
多元不等，“给我们的收据上写
的是代收办理房产证费用，说我
们自己办理起来麻烦。承诺的是
马上就会把房产证办下来，直到
现在我们也没见房产证的影
子。”李先生说，当初交钱后开发
商承诺的房产证在三年后依旧
没有为小区居民办理。

“开发商跟人家打官司输
了，拿着我们的房子做抵押，我
们的房子都是人家的了。”张先
生说，他们通过查询了解到现在

小区有100多户房屋已经被抵押
查封。

记者电话联系了绿洲食品
有限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称自
己对此事并不知情，当询问事件
负责人电话时，又以领导电话不
方便透露为由拒绝提供。

在绿洲商住小区的楼道里
有一张由绿洲食品有限公司张
贴的“关于绿洲商住小区部分购
房户因房产证及担心房产权益
问题的情况说明通告”书。其中
写道：“近两年，绿洲公司在项目
开发和运营过程中，遇到了诸多
不顺，并引发了法律纠纷，法院

查封绿洲公司名下的部分财产，
是一种法律财产保全，而不是绿
洲公司用住户房产抵押还账，更
不存在拍卖问题。”并承诺“本小
区分三期进行，一期完工入住，
二期正在施工中，相关补贴和政
策还在审批中，两期计划在2015
年底前，按通知要求交过办证款
的住户办理完房产证。”

“我们不管房子是被抵押了
还是财产保全，我们要的就是属
于我们的房产证，花了大半辈子
的钱买了房，住五年了还没拿到
房产证呢，光承诺没用办实事才
行啊。”李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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