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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关注民博会

虚报高价让市民望而却步
很多民间艺术品多是工艺品，虚高的价格成行业发展阻力

民博会期间，不少市民前来逛展，或为自家
添置点家什、或想淘点东西作收藏。但一些业内
人士纷纷倒苦，展商要价太高，让内行们无从下
手，而一些外行经验不够，频频被忽悠。

要价950元的紫砂壶

百元内就能拿下

民博会开展几天来，加入收
藏大军的文山(化名)天天都到
展会上淘宝。相比一般市民，文
山搞收藏4年了，算是比较专业
的业内人士。

展会第2天，文山的一个朋
友看好了一把紫砂壶，请他去

“长长眼”。商家要价950元，朋友
还价500元，对方不卖。文山到现
场一看，这把壶也就是100元以
内。临走时，商家500元愿意出手
了，朋友却没有买。

文山说，烟台不懂收藏的行

外人太多了，见的少，不懂这件
物品在全国范围内所属的层次，
展商就漫天要价，还用“纯手工
制作”、“唯一的”、“大师作品”等
说辞忽悠买者，实际上根本不值
这个价。

文山说，展会上大部分工艺
品都是批量生产的，真正属于艺
术品的很少，一些不明就里的外
行人没有内行的指点，冒充内行
买来收藏或者家用，就被忽悠成
了冤大头。虚高的价格反倒成了
民间艺术发展的阻力。

商家要价高虚报成分大

文山说，收藏最重要的并不
是价值，而是藏品能够给拥有者
带来愉悦感。展会第一天文山在
展会上相中了一个画着2只小鸟
的小瓷瓶，对方开价120元，而今
年春天他在潍坊买过类似的瓶
子，当时90元买了3个。虽然最终
瓷瓶被别人买走了，但文山并不
觉得遗憾。

不过，让文山非常惋惜的
是，因为外行太多，商家要价高
卖的还好，但内行就难下手了。

“现在收藏市场处于低迷期，瓷
器里面的水很深，一般物件根
本不值商家们要的高价。”文山
说。

也有来自台湾的商家跟文
山抱怨，说烟台人砍价砍的太
厉害了，经常一半一半的砍，他
要价的利润度根本没有达到那
个高度。文山说，这只能怪大部
分的展商把价格要的太高，有
虚报成分，而不识货的人又太
多了，想不被宰就只能狠砍价。

现代工艺品多

有收藏价值的屈指可数

民博会期间，一些专业的收
藏人士也没闲着，不过他们瞄准
的只有那几件宝贝。在烟台万光
古文化城开着一间店铺的刘积
明已经从事收藏近30年了，在他
的店铺里，有字画、瓷器、紫砂壶
等艺术品，墙上挂着的作品动辄
就要20万元以上。

据刘积明介绍，在现代的收
藏界已经没有“捡漏”这回事了，
真正的好作品都有专门的团队
在运作，对其渊源、价位、潜力进

行评估。在他看来，民博会上只
有极少数大师制作的紫砂壶、瓷
器值得收藏。而其他的都属于现
代工艺品，除非是真正有名望的
大师，否则收藏价值很小。

刘积明替朋友看了3只紫砂
壶，制作者要价20万元，刘积明
就和制作者谈紫砂文化，谈对壶
的研究，最终双方以10万元的价
格成交。“对方和你能说到一起，
成了谈得来的朋友，朋友就有朋
友的价格。”刘积明说。

格相关新闻

民博会今日闭幕

商家打出跳水价

本报10月29日讯 30

日是民博会的最后一天，如
果您还没去逛过或者有相
中的物件因为价格太贵没
舍得买，赶快去杀价吧。临
近展会结束，参展商们纷纷
打出了跳水价。

29日是星期一，到国际
博览中心逛民博会的市民
比周末少了很多。

记者在一些展位前看
到，有的参展商挂出了“撤
展，交通不便，大甩卖”、“所
有样品全部处理”等字样的
条幅或展板。在市民和展商
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一些展
商也放下了之前绝不松口
的姿态，给予部分降价优
惠。临近傍晚，个别将商品
基本销售完的商家已经开
始拆卸展位。

按照展会安排，30日上
午民博会将进行最后半天的
展销。有经验的市民介绍，30

日上午展商们都会清货，如
果有看好的物件之前嫌贵没
舍得买的，这个时候去杀价
最合适。 记者 刘清源

□记者 刘清源 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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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博会上有饰品商家打出打折的牌子吸引市民。记者 李泊静 摄

外形美观的莱州面塑吸引了不少人拍照。 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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