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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落落坡坡不不愧愧为为收收藏藏文文化化名名镇镇””
走文化产业化道路让全国人民参与进来

中国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
会副主任、编委会主任，中央网
络电视台《精品收藏》栏目鉴定
师，山东古玩商会副秘书长，国
家职业艺术品鉴定师赵景华作
为此次鉴宝大会的专家之一，
前来找他鉴定陶瓷、玉器、杂项
的鉴宝者络绎不绝。“市民都非
常踊跃，对收藏古玩艺术品的
兴趣都比较高，在水落坡镇这
样一个历史不是很悠久，古代

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老百姓能
拿出这么多好东西，而且还保
存那么完好，是很难得的。”赵
景华说。

活动开始前，赵景华就已
经到达水落坡民俗文化旅游
区，他首先围着景区四周看了
一下，赵景华说：“水落坡很有
知名度，我们行里人都知道这
个地方。”说到对水落坡收藏的
印象，他说，水落坡民俗文化旅

游区规模确实很大，“通过今天
的活动也能看到，不但规模大，
而且群众基础好，在全国都能
数的上，不愧是第一个中国收
藏文化名镇。”

但是在鉴宝的过程中赵景
华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他直言
不讳地说：“好多人鉴宝后会
问，藏品值多少钱，他关心的
不是藏品代表了什么文化、有
什么内涵，这说明有些玩家的

功利心太强，这样就容易被利
益、金钱蒙蔽了眼睛，容易上
当受骗。”再者，玩家要自己懂
古玩，“玩古玩的一般是自发
状态，如果每次在买古玩之前
就找专家鉴别是不现实的，而
且每位专家本身意见也有分
歧，所以自己懂一些大体的知
识，对于玩古玩是有帮助的，
不至于购买一些看起来非常
明显是仿冒品的‘宝贝’。”

赵景华说，下一步要想更
好发展，须走产业化道路，要
往文化产业上转型，须将文化
产品与金融嫁接，“比如将文
化产权打包上市，做股票，让
全国人民参与到这件事情中
来，这样力量就大了，如果只
靠个人经营，实物交易，这是
收藏家的路子，而不是产业化
的道路。”

本报记者 王领娣

专家赵景华仔细鉴定。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本报4月12日讯 (记者 杜
雅楠 ) 11日上午9点50分，距
离活动正式开始还有十几分
钟，此次专家团成员之一、山东
省金石学会古籍拓片鉴定专家
张经伟从门外拿回一本旧书，

“这是我去卫生间回来的路上
在地摊上淘到的，还是有一定
的收藏价值。”

张经伟买到的这本书比16
开本略小，深蓝色的硬质封皮
边角已经发白磨损，封皮上没
有书名，翻开后书里的纸张已
经成土黄色，但是书本保存得
很是完整。张经伟介绍，这本书
书名是《北平大学医学院护士
助产专修科妇科学讲义》，出版
于1937年，他特别指出“北平大
学”的字样，“这本书在当年应
该是有很大的医学价值的，内
容中不仅是中医理论，还包含
许多西方医学原理。除了文字
理论外还有很多配图，应该是
助产护士专业学习的经典书
目。”

“这本书应该是自用的民间
藏书，书面的磨损、这周褶皱都
是在存放过程中自然的损耗，保
存得已经很完整了。”张经伟说，
自己在地摊上看到这本书还是
很惊喜的，立刻花100元买了下
来。“这本书在现在的医学水平
下虽然已经失去了医学价值，但
是里面中西医学结合的内容和
北平大学出版的标志、印刷术、
纸张等都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对
于很多非专业的人看来可能只
是一本旧书，但是在收藏者看来
还是很有收藏价值。”

上上卫卫生生间间的的工工夫夫淘淘了了本本““古古””书书 小伙带手抄书
代父完成鉴定

“我是替我父亲来的，先跟
您和张影可以吗？要不回家他不
相信。”来自邹平县好生街道办
的马彬说。原来马彬的父亲在得
知本次免费鉴宝大会消息后就
立马报了名，可正巧当天有事来
不了就让儿子把家里珍藏的古
书拿来，让专家给鉴定一下其收
藏价值。

马彬抱着大箱子走进鉴宝
大厅找到鉴定古籍善本的专家
张经纬，然后一本一本从箱子里
拿出了十套薄厚不一的书籍。

《六任要书三种》、《医学指南大
全》、《算法统宗》、《金刚经注
解》有医学类、数学类、周易类等
等多种类别，其中分为手抄书、
石印和雕版印刷三种的古书籍。

马彬说，这十套书是祖父
遗物，以前都是放在箱子里很
少让家里人看的，祖父去世后
就留在了父亲手里。“我父亲他
喜欢练习书法，对于这些古人
的手抄本很喜欢，经常翻阅查
看。”马彬说，马彬的父亲也是
一 位 收 藏 迷 尤 其 是 对 古 书 痴
迷，平均五天就要去一趟古玩
市场，家里除了祖父留下来十
几套古书籍以外，父亲自己也
收藏了许多。

张经纬说，马彬带来的古
书 籍 大 都 是 晚 清 到 民 国 时 期
的，品相比较好，以后可以好好
存着，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专
家鉴定了有价值就放心了，回
家跟父亲也有个交待了，以后
要把这些书好好珍藏着。”马彬
说。

本报记者 郗运红

专家姚成对瓷瓶进行鉴定。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这件仿乾隆年间的瓷瓶是民国初期到解放
之前的。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专家刘春阳正在鉴宝。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聚焦首届鉴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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