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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高深莫测的江湖

有人气定神闲静待其变，有人投机取巧侥幸求生

爱爱恨恨纠纠缠缠的的古古玩玩人人生生
说起古玩字画收藏，很

多人都知道北京有琉璃厂，

上海有豫园，广州有带河
路，而在潍坊齐鲁古玩城同

样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

或许不为市民所关注，他们

把一幅幅字画或一片片残砖
断瓦当成宝贝百般呵护。凭
借着对古物的执着追求与爱

好，他们会为了一件古物骑
着自行车撇家舍业跑遍全国

各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对

于企图通过玩“古”追求富
有的梦想似乎也不应该妄加

菲薄，而对于娱乐身心者更
是无可厚非。每个人的人生
都靠自己来书写，“古”民

的执着又会有怎样的精彩与

无奈，期间的各种滋味或许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收藏有时也是一种赌

博，没有好的心态，赚钱了

高兴得不得了，赔了就一蹶

不振，经不起输赢，自然干

不来这一行。”

今年二十刚出头的李扬
进到古玩圈里已有三年时间

了。李扬从小就喜欢古玩字
画，其中所蕴藏的故事更是
深深地吸引着他，放学之后
就开始拜师学艺，跟着师傅
走街串巷收购古玩字画。现
在的他对一些基本的古玩

鉴别常识已了如指掌，空

闲时间在店铺里研究古玩

书籍和师傅收购的一些古

玩字画。

当下，艺术品保值增

值的功能被空前挖掘出
来，成了各路社会资金竞
相涌入的一个新港湾，

这也吸引着更多爱好者

加入这一行，其中自然

也不乏投机者。

9 日 上 午 八 时 左
右，古玩城的大门刚打

开，邱大营就来到了自
己的艺宝堂，像往常
一样，他给自己店内

大大小小的钟表上足
了马力，钟表的滴答

声犹如潺潺流水声让

人心旷神怡，期间的叮当声
更是给人一种惬意的感觉。

邱大营沏上一壶茶，然后开

始用一块抹布轻轻地擦拭着
自己心爱的各种宝贝。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

始，邱大营就被古玩的魅力
所俘获，从起初玩铜钱，到
如今的古玩、字画、书籍、

瓷器样样参与，而且乐此不
彼，一高兴还会走街串巷去

搜集宝贝。

“往兜里揣上一千多块

钱，骑着自行车到各个村里

转 一 圈 就 能 收 购 一 麻 袋 字
画，当时也没想赚大钱，就
是喜欢，买下来之后心里很
舒畅痛快，那种心情无法形

容。”乡下人手中的破纸烂

画，如今在邱大营们的手里

却卖到上千上万元。当时交

通不方便，邱大营就骑着自
行车到黄县、莱州等地的乡
村收购古玩字画，“当时也
说不出为什么，就像入迷了
一样，不管不顾说干就干，

而且丝毫感觉不到其中的疲
倦。”

“当时就是爱好，也没

有别的想法。”邱大营说。

现在没有工作了，就开了这

间铺子卖多卖少也算是个营

生吧，每天听着钟表的滴答

声 ， 观 赏 着 一 件 件 古 玩 字
画，结交朋友，陶冶着性情

忘却了烦恼，其间的乐趣是
无穷的。

同样是经营古玩店的王

洪良说，古玩收藏玩的就是
一种心态，摆弄古玩的人心

态必须是放得开的，同时也
得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古

玩收藏本身就是对历史文化

的一种探究，从中寻求乐趣

与 知 识 ， 提 高 自 身 文 化 素

养，得到精气神上的满足；

收藏有时也是一种赌博，没

有好的心态，赚钱了高兴得
不得了，赔了就一蹶不振，

经不起输赢，自然干不来这

一行；经营古玩有时好几个
月交易不了一单买卖，期间

的枯燥只有接受忍耐。

“玩收藏，就要长有一

双识货的慧眼，既要能鉴别

什么是值钱的宝贝，更要能

鉴 定 所 谓 的 宝 贝 是 真 还 是

假，稍不留神就会走眼。”

收藏古玩最大的乐趣，

莫过于以低价买到价值非常
高 的 东 西 ， 行 话 叫 “ 捡

漏 ” ； 古 玩 收 藏 比 的 是 眼
力、知识，如果你的知识比
卖家还丰富，眼光比卖家还

准，那就有可能捡漏。

说起捡漏，邱大营抿了
一口茶说，长干这一行每个
人 都 有 遇 到 “ 捡 漏 ” 的 时
候，现在每周六周日、每个
月逢五逢十都会有古玩字画

大集，玩家都会前来赶集碰

运气，有时候碰上不懂行的
卖家，买家说不定就会以很
低的价格淘来大宝贝；有时
候去农村也是这种情况，农

民不懂行，更不知道什么是
古董，给钱就卖，买家往往

会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喜爱之

物。

前不久，邱大营从集市
上用五十元钱淘来一尊小香
炉，由于长时间无人问津，

之后就一直摆放在店铺内一
处不起眼的位置，然而令人

料 想 不 到 的 是 ， 八 个 月 之

后，这尊香炉却以上万元的
价格被一位收藏者买走；同

样如此，邱大营指着店铺内

一件画有梅花的瓷器，“当
时 我 以 五 元 钱 的 价 格 收 购

的，现在同行们看了之后估

价都在上万元。”

有着近三十年收藏经验
的民间多宝馆的李忠起师傅
从 一 个 纸 箱 中 取 出 一 件 宝
贝，揭开层层包装之后，一
个表面刻有五条龙和两个狮
耳的青色尊瓶呈现在眼前，

在尊瓶的底部刻着大清乾隆

年制的字样。李师傅介绍说

这是他骑着自行车从滨州一
户农民手中收购的，全潍坊
找不出第二件，当时花了四

五百元钱就收上来了，据说

是当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时运出来的，后来当兵的用

它换酒喝就流传到了市井之

中 。 现 在 的 价 格 也 无 人 知

晓，而在一本拍卖年鉴上，

李师傅找到一个十分相似的

尊瓶，最终的
成交价格是二百余万元。

有 捡 漏 就 有 走 眼 的 时
候，玩收藏，就要长有一双

识货的慧眼，既要能鉴别什
么是值钱的宝贝，更要能鉴

定所谓的宝贝是真还是假。

由于古玩行情近些年不断看

涨，制假者也伺机而动，稍
不留神就会走眼，“普通藏
家在市场上买东西一定要慎
之又慎，没有百分百把握千

万别出手。”

邱师傅介绍，在近三十
年的古玩收藏之路中，走眼
是经常的事情，有时是一幅
字画，有时说不定就是一件

瓷器，“有时候赔钱了自己

也很无奈很痛苦，还要面对

家人的责备，好在当时花的
钱并不是很多，就算是长见

识吧。”李忠起师傅同样表

示，“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仿
古瓷器、字画非常容易迷惑

人的眼睛，当时潍县生产的
仿古铜器、樽鼎彝垒盘壶钟

簋等等，充斥国内外古玩市
场应有尽有，重的铜器一二

百斤，轻者几斤，上面镌有

铭文或镏金镏银，还做出铜

斑古绿，宛如真品。在此情

况 下 ， 走 眼 自 是 经 常 事
情。”

在古玩业中流传着一段

老经纪人走眼的故事，长沙
古玩业中有位著名的经纪人

杨克昌，竟然花了数千元买

到一件假古董。杨克昌带着
假古董到上海转手销售，结

果在上海鉴定出为假古董，

杨克昌大恼，想都没想，当
着众人之面一锤子将伪品砸

碎。

“或许他们之中有人参

悟到了其中的玄机，或许他

们还是一群“菜鸟”，但不

管怎么说，在他们的心里都

多多少少的存在着一份被幸

运之神垂青的侥幸心理。”

在古玩市场中自古以来

流 传 着 一 则 不 成 规 矩 的 规

矩，只要有人拿起了古玩字
画并在谈论价钱，其他收藏

爱好者即使再喜欢也不能伸

手竞价，只有双方买卖

谈崩之时，你才可以拿起物

品谈价钱，前面的人即使后

悔想再买下亦是不可能。

邱大营介绍说，古玩市

场不同于拍卖，只要喜欢大

家都可以出价，谁的价高归

谁，而古玩市场一旦你出头

抬价，以后你再买东西他人

也会跟你竞价，最后两败俱

伤，整个市场环境就乱了，

直至最后大家都无法经营。

有些古玩收藏者从收藏

活动中求得知识，以期提高

自身文化素养；有些人从收

藏活动中寻觅乐趣，为活动

身心，从中得到精气神上的

满足。他们无视其中的“玄

机”，喜欢随意而为。但在

他们的心里，可能也存着这

么一份侥幸和偶然：幸运之

神说不定哪天就看中了他(她)

呢?

从事业单位退休的李忠

起介绍说，一开始走上古玩

收藏之路纯粹出于爱好，现

在退休了经营着近八十平米

的古玩字画店铺，赚多赚少

也算是一种休闲乐趣，更重

要的是把部分收藏品出售掉

赚取部分资金，也是出于自

己开办私人博物馆的想法，

开办私人博物馆成为李忠起

最大的梦想。

现实中同样存在这样一

些人，他们以收罗购买藏品

实物代替将钱币存入银行，

以求得保值增值；眼见收藏

热便挤进发烧友行列，随波

逐流，人云亦云；把从事

收 藏 活 动 当 做 赚 钱 的 手

段，把藏品当商品买卖，

把藏品视为奇货待价而

沽。或许他们之中有人参

悟到了其中的玄机，或许

他们还是一群“菜鸟”，

但不管怎么说，在他们

的心里都多多少少的存

在着一份被幸运之神垂

青的侥幸心理。

何谓输赢，古

玩收藏之路路在

何方，谁也说不

清。

最开始，有人因为好

奇而走上玩“古”之路，后

来却发现，不知道从何时

起，自己的情绪、生活已经

随着这个小宇宙在摇摆。

那一幅幅字画、一片片残
砖断瓦、一件件瓷器，在他

们眼里有着说不出的神奇

和魔幻，有人参悟了大半

生，有人仍在矢志不移地

参悟。

这是个江湖，左右他

们的是一件件古玩字画。

金盆洗手很难，因为总有
那么一份牵挂、一缕爱恨、

一丝欲望纠缠着，在其中

摸爬滚打，痛并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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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起认真的看着一件古玩。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