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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宝两天市民拿来近两千件宝贝，但是真品不到两成

仅为赚钱往往难淘到真宝

两天的鉴宝活动中，不
少市民带来的宝贝让鉴宝
专家们爱不释手，其中不乏
名家的稀有墨宝，有年代久
远的青铜器物，还有令人不
忍放手的斑斓玉器。

商代爵杯

曾被用作烛台

17日，在鉴宝现场，来
自柳埠镇的王氏兄弟带来
了一个青铜酒爵。“这是我
父亲从我老爷爷那里传下
来的，我们兄弟俩小的时候
都拿着当烛台用，在里面滴
蜡油。”王先生介绍，自己的
祖父原先有两个相同的酒
爵，其中一个摔坏了。

青铜器鉴定专家周倜
仔细鉴定后认为，该酒爵
属商朝时代的器物，“的确
是个老东西，商朝中期的
东西，品相也不错，但是缺
了一根柱，市场价值在3万
元 以 上 吧 ，值 得 好 好 收
藏。”

经过专家的鉴定后，王
氏兄弟十分惊讶，“原本以
为不值钱的东西，没想到这
么贵重，回头真要找个盒子
好好保存。”王先生说，他们
打算回老家的祖屋里找找，

“被摔坏的另一个酒爵说不
定也还有价值。”

河里洗澡

捞出西汉弩机

“我的这个弩机是在老
家青州河里洗澡的时候捞上
来的，听别人说是个古代的
东西。”在鉴宝现场，回想起
弩机的来历，头发花白的市
民杨先生就打开了话匣子。

经过专家鉴定，杨先生
的弩机源自西汉时代，“这
个弩机是西汉时代的高科
技产品，曾经靠这个东西来
抵御匈奴的进犯，那时候科
技不发达，匈奴人根本搞不
明白这个东西。”周倜介绍，
在青州曾出土过一些类似
弩机，“有些汉代墓室被大
雨冲垮，陪葬兵器被冲进河
里也是可能的。”专家的说
法得到杨先生的认同，“我
捞上来的除了弩机，还有一
个类似匕首的东西。”经过
专家的现场鉴定，该器物是
西汉的一种兵器“戈”，“都
是老东西，很有收藏价值。”

“以前孩子上学，想卖
掉，因为价钱低就没卖。”杨
先生表示，他会好好珍藏这
两样西汉武器，“以后可以
传给后辈。”

本报记者 尹明亮
修从涛 实习生 李南
吴起 王慧 刘旭

本报3月17日讯(记者 尹明亮
修从涛 实习生 李南 吴起 王
慧 刘旭) 17日，本报张刚大篷车联
合明湖珠宝城举办的第二届全民鉴
宝会落下帷幕。两天时间里，各路专
家为市民鉴宝近两千件，但专家告诉
记者，不少藏友其实都是“门外汉”，
真正的宝贝还不到两成。

乾隆时期古字画、春秋青铜剑、
清末宋坑端砚……在两天的鉴宝活
动中，屡有市民带来的真古董让专家
们叫好。自家的宝贝让专家鉴定是真
品，市民也是高兴不迭，但在活动中，
更多的市民是兴冲冲而来，却是败兴
而去。

“这一摞袁大头听说一个能卖六七
百块钱，自己也看不出真假，没想到专

家一看就认定是假银元了。”17日上午，
一位市民对自己收藏的一摞银元被鉴
定为假的后，说“心里清楚了也就不老
惦记了”，并庆幸自己没亏太多。

在整个鉴宝活动中，瓷器、青铜
器、书画都成了市民收藏的大头，但
鉴定中，专家发现，这些东西也往往
是造假最多的，而其中大多数都是市
民从地摊上淘来的，一位市民带来一
个“康熙年代”的大花瓶，看上去很是
漂亮，但专家一看便是近几十年做的
臆造品。“不少市民带来了号称明清
的青花瓷，但识货的人一看便知用的
颜料都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一些化工
颜料，其实稍有点收藏知识就应该能
识别的。”山东省古玩商会常务理事
周胜告诉记者。

同样在书画鉴定中，鉴定师马文
广两天里看了数百件，真正有价值的
却不到20件，“有的市民拿来的还是
宣纸印刷品，画是名家的画，但油印
的就没价值了。”

“其实玩收藏门槛蛮高的，现在
全民搞收藏，原本就不是正常现象，
古玩要的就是玩，不能追求靠这个发
财。”针对不少市民都是抱着问价钱
而来的心态，鉴定师赵景华说，之所
以来鉴定的多数不是真宝贝，主要原
因就是很多人想着发个意外之财，所
以就被卖假文物的人给忽悠了，“普
通的业外人士真要买古董，一定得有
专业人士的意见，被人忽悠两句或自
己上网查查有点感觉就买文物了，十
有八九会买到假货。”

格特写

每件宝贝都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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