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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员比顾客还多

爱逛古玩市场的人没几个
不知道潘家园。

这里的古玩集市已存续近
三十年，规模在全国范围也难
有出其右者。不过，这里的商户
显然更在乎每天的客流量。“前
几年行情好的时候，还得从老
家请人帮忙看店。现在店里安
不安排人守店区别也不大，谈
成一桩生意太难了。”从福建举
家迁居北京的黄炳辉主要经营
古典家具，兼售手串、玉器之
类，他说，如今卖出一件古玩就
像“碰运气”。相比成交量，人气
偏低更是不少商户心中的痛。

“有些店铺都快成摆放货品的
仓库了，常常是连着好几天都

不开门。不是人
家不想做生意，主要
是走进店内的客源实在少得可
怜。”与黄炳辉紧邻的一位经营
书画的店主透露，自己现在都
是吃老本儿，已经好几个月没
谈成有意向的新客户了。

另一处京城叫得响名号
的大钟寺古玩城的遭遇似乎
还要惨烈一些。整个一层通
道，很少能看到客人进出，绝
大多数时候都是看店人独自
等待，整层楼店员数比顾客
还要多。选择在寒冬里坚守
的，大多是那些入行早，拥有
不少实力客户的商家，早年
间以低价购入的精品可以支
撑他们顶住目前的压力。不
过，至于能扛多久，没有人能
给出答案。

市场回归理性

对于市场“身陷囹圄”，全
国工商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
会长宋建文认为，全国范围的
古玩城都在走下坡路，市场经
营额不断缩水，近两年更是跌
至谷底。他分析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一是需求少了，曾经被视
作“公开的秘密”的雅贿现象急
剧减少，稍有实力的买家也从
这个市场撤离转向拍卖会；再
就是扎堆儿式古玩市场到了回
归理性的时候。

艺术市场分析人士马维也
认为，离场的不会只有商户，一
些古玩城也会被洗牌出局。据他
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本世
纪初，京城一哄而起建了不少古

玩城，总数一度达五六十家。“一
些地产商将触角伸向古玩行业，
导致市场虚火过旺。”

在马维看来，那些充斥坊
间的“淘‘宝’者一夜暴富”“凭
几页泛黄的纸张就身家百万
元”之类故事，无疑给这个本就
不那么透明的市场平添了传奇
色彩。“其实它的平均利润并不
比普通商品高，不少闯入者实
属误入歧途。”中央财经大学拍
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更是直
陈，与古玩城相伴相生的赝品
问题是阻碍其发展的一大顽
疾，“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赝品
也有人接盘。市场萎缩之后，曾
经的热钱必然选择离场。”

市场会两极分化

“对虚火的行业只有适度
降温，才可能让它走出病态。各
方历经多轮洗牌后，还能屹立
不倒的必然是有实力又专业
的商家。”在艺术市场分析人
士黄炜看来，国内古玩市场
以前就是个什么都可以往里
装的筐，今后它会走向两极
分化，一端走精品化路线，甚
至可能与品牌拍卖行合作推展
销会；另一端是面向大众群体
的工艺品市场。

古玩市场到底该向何处
去？季涛开出的“药方”是，走专
业化运营之路。他认为，无论是
经营者还是淘宝客，在市场爆
发期都只是把古玩、文玩当作
可以爆炒的普通商品，只有当
市场转向沉寂，人们才不得不
静下心思考出路。 （陈涛）

这个冬天，京城艺术市场出现了有
趣的“跷跷板效应”——— 这边厢拍卖场
人气火爆，那边厢古玩城门可罗雀。
曾几何时，到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
淘“宝”还是件挺时尚的事儿，如今
却已是大相径庭的一幅“冬眠”画
风。一度被视作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的古玩艺术品到底该如何寻找出路？

拍卖场上人气火爆
潘家园里客流骤减

古古玩玩市市场场
““冬冬眠眠””来来临临

5日拍摄的潘家园古玩市场里顾客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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