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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小众，

古董市场难找古书店
“比起江、浙和北京地区，不论是古籍经

营还是消费群体，济南古籍市场都落后很
多，这可能跟收藏传统和历史发展有关。”在
山东省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多年的徐先生
说。张经伟说，自己原先花十几万购进的书，
过了两年才全部卖出。“一是因为书籍档次
不高，二是由于古籍消费太小众化。”

记者走访英雄山附近的古董市场，一
层楼内只找到一家售卖古书的店铺，书架
上摆放着各地县志、二十四史，以及占卜、
课义之类的书籍，大多是清末民初的石印
本。“像二十四史这种书籍，精装本现在到
处都是，没有必要买古籍看，一来古书是竖
排繁体字，而且没有句读，阅读有困难，二
来不容易保存，价格还高出好几倍。”不少
市民表示，古籍一般不公开示人，不像字
画、古董挂在家里，惹人显眼。

“收藏首先需要有人懂它。”山东大学
古典文献学教授杜泽逊说，古籍是收藏价
值和研究价值的统一，不少人阅读古籍有

困难，所以难以入门，目前古籍收藏还是个
小众化的项目。“我学了四年的古籍学问才
开始从事收购，随着市场造假和以次充好
的情况越来越多，鉴定首先要读得懂。其次
古籍并不像古玩字画有着直观的审美性，
因此，古籍收藏者往往需要具备较高的文
化底蕴与审美情趣。加之其易破损和怕火
怕潮，收藏者需要在保存上花费一番功夫，
这就为古籍消费带来一定的困难。”

张经伟说，由于市场环境不好，原先一
起从事古籍经营的同行们，如今只剩了一
两成。“目前济南市场专门从事古籍经营
的，也就十家左右，但是书画类的经营商数
量，上万也不夸张。”

“造成古籍出手难的原因还有一个，就
是精品太少。”徐先生说，真正经营古籍的
很少。偶尔有些小摊，摆一些医书、占卜类
的残本，很难看到品相好的书，不少专注古
书收藏的人把消费转向了北京等古籍市场
繁荣的地区。

“寻找精品和主力消费群，拍卖是一个
很好的途径。”几年摸索，张经伟在济南市
古籍圈里有了一些名气，但是做古籍获利
微薄，投入与获得只能勉强持平。有时候一
个月卖书能赚七千到1万，但是有时候遇上
一本好书，就会投入几万。在一次上海古籍
拍卖会上，全国各地的古籍精品和收藏者
聚在一起，很多山东的古籍爱好者专程跑
去拍卖，也有一些山东的古籍收藏者将藏
品送去拍卖。

“为什么济南就不能有自己的古籍拍
卖市场？”于是张经伟通过自己积累的圈
子，2011年在济南开办了第一场古籍拍卖
会，取得了很大成功，拍卖额达100多万。其
后又在济南举办了不少拍卖会，现在还将
拍卖市场进军北京，而齐鲁国拍等古籍拍
卖公司也在济南崛起。

“做拍卖才开始真正赚钱，但准备阶段

却很不容易，每次拍卖投入都很大，就担心
拍不上价格。”张经伟说，拍品需要从全国
各地征集，还要制作画册，这需要很大的人
力和物力，“每次拍卖就像是一场冒险。”齐
鲁国拍负责人李鑫说，拍卖就要征集优秀
的拍品，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收藏者随着文
化水平、鉴赏能力的提高以及财力的增强，
很多古籍更愿收藏而不想送拍，而且拍卖
公司在创业初期，很多客户担心拍不上价
格而不愿意送拍。

杜泽逊教授说，面对古籍市场的冷淡，
不少经营者通过拍卖转型，这也是个很好
的途径。

很多经营者对古籍市场的前景还是充
满了希望。“古籍还是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比如殿本就稳升不降。”李鑫说。“目前在济
南，古籍价格正在向它应有的价值回归，这
是个趋势。”张经伟说。

寻出路，

古籍书店转型搞拍卖

提到古董收藏，不少

人会想到玉器、瓷器、书画

等，却很少有人想到古书。

“古籍消费者小众化，再加

上收书成本高，古籍市场

要比其他古董市场惨淡得

多。”济南一家拍卖公司张

经理说，经营古籍必然要

经历“入不敷出”的时期，

坚持下来是很困难的。但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古籍

市场不景气，但是仍然有

发展前景。

在一家古籍店内，一
位市民正在翻阅一本民国时
期的线装书。

见习记者 陈玮 摄

2003年，济南泽润斋拍卖公司经理张
经伟将做生意积攒的12万元，全部投入古
书生意中，只买回来了价值五六万的书，再
加上销售渠道缺乏，一度生活都成了问题。

“古书商入门也有一个很高的成本。”在图
书馆从事古籍整理多年的徐先生说，目前
济南古籍市场比较冷淡，不像江、浙和北京
等地区那么繁荣。古书的标价远远低于它
的价值。所以经营者要踏入古籍经营领域，

要有一个成本很高的摸索市场行情的阶
段。

为了追求精品，张经伟四处访书，听到某
个地方有好书出现，立刻拎包就走。“有一次
晚上吃着饭，听说广州有个不多见的精品版
本，连夜坐上飞机就去广州，一趟花费就要好
几千元。”张经伟说，有时候费了很多周折，见
到书之后，发现描述错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
个版本，或者等自己赶到时，书已经卖出去

了。“一年访书过程，大约三成都要跑空。”
访书难是古籍书商共同的感受。齐鲁

国拍负责人李鑫有一件书籍让自己印象特
别深刻，“一套明末木刻的《资治通鉴》，
自己托朋友花费半年功夫才找到。”一位
开设网店卖古书的店主李先生说，自己
为了找一本书，经常花三五年的时间。

“古籍是不可再生资源，而且不易保存，
目前好书越来越难找。”

访书难，

找套好书费时半年

原先的经营者只剩下一两成
精品少、太小众，济南古书市场有些“冷”
本报见习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周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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