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00 万万元元青青铜铜器器，，竟竟是是工工艺艺品品
古董行里水多深？专家为您解疑惑

当收藏成为一种投资，其中就掺杂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尔虞我诈，日前，不少市民

拨打本报 3·15 维权热线，反映自己在淘换古董时遇到的真假难辨之事。13 日，记者采访

了临沂市收藏协会的李军副会长，带您领略古董行中的水到底有多深。

花 40 万买了一件“做旧”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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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临沂市张先生带

着自己淘换来的十几块老银元，

来到临沂市收藏协会，希望李军
副会长给鉴定下价值。

据张先生介绍，9 日上午，他

在临沂市某古玩店闲逛的时候，

看到那里卖的银元看起来很老旧
的样子，感觉“应该有年头了”，拿

起来吹了吹，放在耳边一听，这银

元还发出声音，也确定这是真的。

店主也称这些银元是老东西。

谈到价格的时候，店主表示每

块 270元，张先生记起在其他古玩店

的老银元都得 500多元一块，便觉得

捡到便宜了，当即买下十几块，拿着
这几件宝贝便匆匆离开了。

李军拿过这些银元看了看，说：

“这不是老东西，是新的，虽然也是银

元，但应该是现在造的。你没有捡到

漏。”据李军分析，该古玩店店主是典

型的“装糊涂”，他不可能不知道行

情，每块新银元大约值 200 元，而每

块老银元确实也能卖到 500多元。店

主假装不知道行情，银元又都做得

很像老银元，卖 270 元，一些不懂真

假的人以为捡漏了，结果其实还要

被店主多赚 70元钱。

以为买到老银元，其实都是新银元

“装糊涂”、“埋地雷”，骗你没商量
除了像张先生买银元遇到

的被动式“装糊涂”骗局，在古董

行内，还有一些主动推荐的骗

法，李军为您揭秘这些骗法。

最常见的就是编故事的骗

法，卖家会编造出不少稀奇古怪

的故事，例如，自称手里的东西是

祖上传下来的，而卖家又遇到麻

烦事，急需出手以换取一些现金。

此外还有一种骗局，业内称为

“埋地雷”。李军介绍说，有的时候，卖

家为了把赝品卖出去，事先把赝品放

到农村某户人家，然后再带要骗的人

去收购，这样被骗者就会深信不疑。

李军说：“还有一种演双簧的骗

法。”据悉，这种情况就是由托儿忽

悠消费者，当消费者进去古玩店之

后，会进来一个托儿，带着件所谓的

“宝贝”，店主会鉴定半天，说是真

的，但是使劲压价，托儿假装不卖

了，然后主动找到消费者，愿意卖给

消费者。“虽然有人能看懂，但是这

种骗法就靠概率取胜，来一个客人

演一遍，总会遇到相信的。”

市民“淘宝”，

最好请专家先鉴定

在投资古董的时候，如何

避免上当受骗？临沂市收藏协

会的李军副会长为读者提出

了一些建议。

首先，要克服一个“贪”

字，千万不能带着贪欲，“捡

漏”有可能，但是太明显的“捡

漏”可能就是陷阱，比如一件

价值上百万的古董，对方如果

只卖几万，或者十几万，那简

直就不可能。

另外，千万不能不懂装懂，

在购买古董之前，特别是贵重

的古董，一定要找专家给鉴定

一下，目前有不少专业的古董

鉴定机构，在他们的检测下，

“李鬼”肯定会露出真面目。

其次，消费者要自己多学

习相关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文

化素养和审美能力，增加自己

的历史知识，当自己成为专家

的时候，上当受骗的几率就会

大大降低。

文/片 本报记者 周磊

实习生 李铭

李军副会长讲述了另外一个

贪小便宜吃大亏的事，春节前，临

沂市一位企业家高先生带着一件

宝贝来鉴定，这是一件青铜器，如

果是真品，价值大约在 200 万元。

高先生称这个宝贝是在外地花了

40 万元买的，具体值多少钱高先
生也不知道。李军说：“当时我一
听这个收购价格，就感觉有点悬，

毕竟差价太大了。”

随后，李军仔细地观察了这

件青铜器，又查阅了很多资料，觉

得这东西可能是个赝品，后来又

请了几位资深专家来鉴定，最后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件赝品，是

一件“做旧”的工艺品。

“花 40 万元，买来一件工艺
品，价值也就 2000 多元，遇到这样

的事，也只能自认倒霉。”在收藏
界这么多年，李军似乎见惯了这

样的骗人伎俩。

在李军副会长的办公室里，

记者看到桌子上有一个造型很像
古董的烟灰缸。后来李军告诉记

者，这中间也有一个被骗的故事。

大约是 2010 年 10 月份，一位

市民前来鉴定这件“青铜簋”。“一
上手，就感觉不对。”李军说，当得

知这件青铜簋是赝品的时候，这

位先生很生气，直接说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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