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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读关键词 黑鉴定
藏品鉴定中猫腻多多。有多家拍

卖、鉴定公司对藏品虚高估值，再以拍
卖为由套取服务费、宣传费等；有鉴定
专家冒充“文物局副研究员”。

一语 人惊惊

环球采撷

26元银锭道具被估价百万元

近年来，上海、广州警方
破获多起文玩鉴定诈骗案。
一些较为廉价的收藏品，经过
一些拍卖、鉴定公司专家的

“鉴定”，估价多超过 100 万
元。在藏品鉴定高估值的背
后，这些公司以代为拍卖为
由，向藏友收取高额服务费、
宣传费等。

“我这仿古银锭道具是铜
做的，不值钱。”去年12月，陈
冰（化名）在某电商平台以 26
元买下一枚银锭道具后，客服
回应“是否有收藏价值”时
说。该银锭名为“乾隆银元
宝”，重260克左右，上面印有

“乾隆”“大清银锭”字样。几
天后，北京宝艺轩泰文物鉴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艺轩
泰”）一位名为“刘燕申”的鉴
定专家接过银锭后打着手电
瞧了瞧，“好东西，乾隆年间的
银锭”。她又把银锭放到手边
一个小型电子秤上，“280 克，
这个估值能上百万”。“我干这
行这么多年，第一回见到这么
好的银锭。”公司一名经理从
旁帮腔道。

认为该银锭是“好东西”
的，还有深圳盛世拍卖有限公
司的鉴定专家。去年12月21
日，陈冰联系该公司一名经
理，将银锭道具图片发给他进
行图片鉴定。很快，该经理打
来电话“报喜”称，鉴定专家看
过后，认为银元宝的包浆比较
自然，表面有银氧化，成分几
乎都是银。“银锭的估价在150
万元到200万元之间。”北京宝
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鉴定
师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个
银锭是镇库用的，在国库里放
着一批，这一看就是老东西，
没法仿。”

除这枚银锭道具，陈冰还
网购了一件78元的景德镇陶
瓷花瓶，随机挑选多家拍卖、
鉴定公司分别进行图片鉴定
和实物鉴定。鉴定结果一致
认为该花瓶价值数十万甚至
数百万元。

鉴定高估值背后藏拍卖圈套

这些赝品鉴定高估值的
背后，是有关拍卖的圈套。

“这是以前的官银，一定
得去香港卖，香港卖这东西
很稀罕。”去年 12 月，宝艺轩

泰的鉴定专家刘燕申鉴定
完银锭道具后说。一旁坐
着的经理开始向陈冰介绍
藏品拍卖事宜。他说，该公
司有国内拍卖和国际拍卖两
种渠道。“这个银锭在国内
100 万元，在国际上能拍到
200 万元。”据该经理介绍，
东西好不如炒作得好，拍卖
需要前期的宣传包装，走国
内 拍 卖 ，前 期 费 用 是 6000
元；走国际拍卖，前期费用
是 12000 元。

事实上，一些公司许诺的
藏品拍卖多是托词，以吸引藏
友支付不菲的宣传费、服务
费。河北的周悦（化名）在
2017年11月把祖传的两枚清
朝铜钱送到北京一家拍卖公
司鉴定，对方称每枚铜钱的价
值都超过百万元。她支付了
3000元拍卖费用，公司承诺她
一年内卖不出去，退还费用。
至今，铜钱仍未卖出，公司以
业务员离职等借口拒绝退还
费用。2017年下半年，贵州的
王富强（化名）因母亲生病需
要用钱，把家中收藏的钱币拿
到广州一家公司鉴定，“先是
图片鉴定，又要我去广州实物

鉴定，告诉
我这个钱币
价 值 几 百
万，几个人
围着我说了
两 三 个 小
时，我被他
们说动了，
交 了 3000
元 拍 卖 费

用”，但一年多过去，拍卖毫无
音讯。

藏品鉴定的骗局屡有发生

上网检索“文物鉴定”可
以发现，多个搜索结果点开链
接后是北京、深圳、珠海、西安
等地的拍卖、鉴定公司。网页
介绍，可以进行图片鉴定和实
物鉴定。多位藏友称，他们对
藏品鉴定估值深信不疑，一大
原因是鉴定专家的权威。不
少专家的简介名头很大或是
有“官方背景”。

宝艺轩泰公司的专家简
介显示，鉴定专家刘燕申是

“杂项鉴定专家，北京文物局
副研究员”，至今从事鉴定工
作三十余年。但经北京市文
物局办公室、进出境鉴定所等
部门核查，北京市文物局并没
有名为“刘燕申”的工作人员，
而且根本没有副研究员这个
职位。

近年，有关收藏、鉴定的
骗局屡有发生。北京曾有一
些打着卖纪念币、钱币名号
的文化公司，将低廉的纪念
币甚至正在流通的货币，高
价卖给老人，并许诺帮助老
人拍卖获得高收益。但安排
拍卖只是幌子，只为吸引老
人不断花钱购买更多纪念
币。在藏品鉴定方面，上海、
广州警方破获多起文玩鉴定
诈骗案。其作案手法如出一
辙，均通过“专家”鉴定虚高
估值，再向顾客收取拍卖服
务费、宣传费等。（摘编自《青
海法制报》）

本报讯 2001年5月26日下午，
一桩命案震惊了整个河南商城县：陈
氏夫妇在家中被杀害，他们一岁多的
男婴被抢走失踪……当地一张姓“游
医”有重大嫌疑。当地警方追凶历经
整整17年，终于告破此案，被抢失踪
17年的孩子回家了，而孩子的养父就
是张姓“游医”。

陈氏夫妇的侄女陈敬菊回忆，
2001年5月26日下午6点多，她和奶
奶正在家中吃晚饭，突然听到邻居大
喊：“你大伯和大妈出事了！”她和奶奶
忙跑到大伯家。陈敬菊被眼前的景象
惊呆了，大伯和大妈已不幸遇害，年仅
一岁半的堂弟小峰（化名）离奇失踪。
案发当天，商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
组。警方发现，在附近村庄时常出现
的张姓“游医”有重大嫌疑。但因时间
久远，那个年代很多村里人没身份证，

无人能说清“游医”的具体去向，线索
彻底中断。

2018年5月，民警经多方努力，发
现河南杞县一张姓男孩的基因与17年
前杀人抢婴案的死者基因高度相近。
2018年7月，警方确认该男孩就是陈氏
夫妇的儿子，其养父张某就是当年的

“游医”。2018年8月29日，商城警方
将张某押回商城，张某对杀人抢婴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张某供述，
2001年3月，他通过看病认识了被害
人陈某，后暂住陈家。张某发现陈家小
儿子长得可爱，顿生歹念。2001年5月
25日晚饭后，张某接连将陈氏夫妇残忍
杀害后，将不到两岁的小峰抱走。

目前，小峰已回到商城，在与亲人
分别17年后终于团聚。当地警方也
帮助小峰办好了转学手续。（摘编自澎
湃新闻）

本报讯 微信作为国民必备的社
交应用，总用户数超过10亿+。顺应
时代的潮流，快乐老人报也建立起自
己的新媒体矩阵。1月7日，内容创业
服务平台“新榜”整理了 2018 年公众
号阅读量排名，发布了中国微信 500
强排名榜，快乐老人报旗下团队精心
打造的“新老人”和“国医大师健康”两
个微信公众号，分别列第 87 位和第
312位。在该榜单排名前十的公众号
分别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
冷兔、环球时报、人民网、占豪、中国政
府网、参考消息以及十点读书。

据悉，“新老人”和“国医大师健
康”两大公众号旨在普及健康知识、增

进健康教育、促进中老年人健康素质
的提高。目前，“新老人”的用户数已
达 2040710，“国医大师健康”用户数
达 1487764，并且用户量还呈现递增
的趋势。（文/王倩）

微信扫下方二维码，关注新老人
和国医大师健康，让丰富的养生知识
为你的健康充电！

叫了17年的“爸爸”原是杀亲凶手

本报旗下公众号进入全国500强

亚马逊雨林的动物被
镜子吓到 近日，英国摄影
师马克·费恩利为了研究
大型猫科动物对镜像的反
应，在亚马逊雨林深处立
了一面大镜子，用于观察
经过的动物们对于镜像的
反应。从马克拍摄的录像
中看，经过的动物不论体
型大小，几乎都被镜子里的
自己吓了一跳。一头美洲
狮吓得“虎躯一震”，然后与
镜像对峙了 30 余秒；一只
狐鼬害怕得徘徊不前，折回
来后确定对自己没有威胁
后才离开；花豹受到惊吓后
来到镜子前，好奇地上上下
下全嗅了个遍，仿佛想弄清
楚到底怎么回事；还有一
只小小的啮齿类动物，被
吓得直接弹飞到空中。（摘
编自《都市快报》）

“不离了。”
——江苏扬州的杨某

和夏某是一对90后夫妻。
最近，双方因琐事争吵提出
离婚。虽然双方父母数次
干预，无奈两人态度坚决。
然而当得知要交5000元律
师费时，他们改变了主意。
（摘编自《扬子晚报》）

跟一句：离婚不是儿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