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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门”以外，收藏爱好者们
互相交流的“行话”还有很多。“你比
如说‘打眼’‘吃药’，这些都有着暗
指‘看走眼’‘买错了’的意思。”常正
安说，随着自媒体发展和网络“鉴
宝”节目的普及，许多新一代90后、
00后也逐渐加入了收藏大军。但
是，俗话说“三百六十行，古玩为
大”，想要成为一名成熟的收藏爱好
者，其门槛也是相当之高。

据记者了解，从逐利的角度出
发，古玩市场上也会有一些仿制品
和造假的流通，它们的出现会破坏
艺术品的正常交流环境，许多刚入
门的爱好者容易遭到“打眼”或是

“吃药”，这就需要民间爱好者做好
相关收藏门类的知识储备，从有相
应资质的平台或是合法渠道购买
自己心仪的艺术品。

今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
中明确指出：国有文物、非国有馆藏
珍贵文物、来源不合法的文物、被盗
或者流失文物等不允许买卖。依法
继承、接受赠予，从文物销售单位购
买、通过文物拍卖企业购买等方式
获取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

“除了法律的规范，营造一个
良好的收藏交易环境也同样重
要。”天下收藏文化街相关负责人
杨广玉说，纵观历史长河，每一个
朝代都有它的古玩市场，无论是地
摊还是商户，都有责任去继承、去
发展，让优秀传统文化与古玩珍品
在传承中得到保护。
记者 李居正 文/图

沿着丽景门一路向东，11 月
末，记者来到“老洛阳古玩城”附
近，与郑州古玩城不同的是，这里
遍布着零散的地摊，从各类收藏钱
币到旧书、老物件，各种物品静置
于摊主面前，没有吆喝推荐，也不
需要广告立牌，摊主手往兜里一
揣，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

12月7日，第十九届晋陕豫苏艺
术品博览交流会在郑州天下收藏文
化街开幕，这场汇集河南、山西、陕
西、江苏四省收藏家的大会，一经开
幕便迎来了许多收藏爱好者的光
临，尤其是在街区二层新开放的“地
摊区”，更是一时间喧闹不已。有人
把玩斟酌，有人礼貌问价，有些顾客
甚至围绕“器型”“成色”“年代”等问
题会和摊主争论几番，双方储备的文
玩与历史知识在此刻完成了交流与

交锋。
“即便

冬天天气
很冷，活动
开 始之前
还是有许
多人前来
等 候 入
场。”据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原本计划的 150
个摊位，却发放了510份午餐，藏友
们热情十分高涨。当被问及为何
藏友们如此热爱时，拥有13年收藏
经验的常正安说，当人们解决温饱
问题以后，就要追求精神生活，追
求艺术品的品鉴之美，华夏文明诞
生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腹地并传
承至今，玩文玩收藏就是对老祖宗
的敬仰，对中华文明的传承。

“文化自信”来打底 纯粹热爱世代传

“行话”出圈之后 交流市场需规范

博物馆热、鉴宝节目火……记者走访我省多地收藏、文玩市场

这件宝贝“开不开门”？

··文化重地文化重地

“开门”一词，来自于收藏圈或是鉴宝节目的一种交流“行话”，原意指某件器物在第一眼看上去
就符合某个时代的形制工艺，并引申为“一眼看上去就是真品”。近年来，随着文博热的不断升温，除
了“博物馆里过大年”“考古工地开放日”等官方活动备受市民青睐，一群热爱人文历史，热衷古玩收
藏的爱好者同样在民间推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第十九届晋陕豫苏艺术品博览交流会开幕
前后，记者走访了多地收藏、文玩市场，从线上到线下，一探文博收藏在这个时代的生机与色彩。

表演艺术家谢芳去世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电影集

团公司获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
员、国家一级演员、新中国“二十二
大影星”之一，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退休干部谢芳于 12月 19日凌晨在
北京安贞医院去世，享年89岁。谢
芳是 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中林
道静的扮演者。

谢芳曾出演《小二黑结婚》《白
毛女》《太阳初升》等歌剧和《早春
二月》《舞台姐妹》《泪痕》《第二次
握手》《李清照》等影片。2016年，
谢芳获得第 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终生成就电影艺术家”。

省青少年美育基地
挂牌签约

本报讯（记者 秦华）12 月 18
日，河南省青少年美育基地授牌
仪式在位于开封的枣朱小学举
行，标志着省文旅系统对枣朱村
的帮扶工作在美育领域迈出了重
要一步。

枣朱村“河南省青少年美育基
地”的挂牌是省文化馆青少年美育
工作的一次重要拓展与深耕，更是
省文化和旅游厅 20年帮扶工作的
一项极具前瞻性与创新性的成果
结晶，未来将为同学们带来更多优
质的美育资源和活动。

活动中，省文化馆与枣朱小学
进行签约，明确了双方在青少年美
育工作中的责任与合作方向。授
牌仪式后，为枣朱小学学生代表赠
送了省文化馆精心挑选的美育书
籍。这些书籍涵盖了艺术鉴赏、绘
画技巧、音乐理论等多个方面，旨
在帮助同学们在知识的海洋中更
好地认知美、欣赏美、创造美，不断
提升自我修养。

中国画双年展
全国巡回展郑州站开展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 实习生
聂童鑫）12 月 19 日上午，由中国
书画报社学术指导，全国多省市
自治区共 11 个美术单位及高校
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画双年
展”全国巡回展（郑州站）于郑州
美术馆（瑞达分馆）开展，在来自
全国各地国画家 2000 余幅作品
中评选出 259 幅优秀作品入选此
次展览。

据悉，“中国画双年展”全国巡
回展已经走过了 10年历程。10年
里，中国画双年展全国巡回展组委
会与 11 个联合主办单位，同心协
力、勇于探索，在推出一大批优秀
国画家和国画作品的同时也成功
打造出一个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中国画展示平台和艺术品牌，
为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应有
贡献。

本次画展作品将在 12月 19日
至 28日在郑州美术馆（瑞达分馆）
第一、二、三展厅持续展出，欢迎广
大市民朋友和中国画爱好者入馆
参观。

“你这件宝贝很开门……”话音一落，一
件艺术品的历史年代甚至真假仿佛就被即
刻“敲定”，随着互联网直播“鉴宝”节目的火
热，“开门”一词也迎来了“破圈传播”，不仅
吸引着原先藏友群体的关注，也让对传统艺
术和文化瑰宝感兴趣的网民加入围观。

上月末，一场“撞脸”风波，让巩义博物
馆突然在互联网上走火。起因是国庆假期
前后一名互联网赏宝主播因颇具个人特色
的直播风格，吸引了超过千万粉丝关注。不
久之后，该主播在直播间发现一尊连云港市
博物馆展出的镇墓兽与其“撞脸”，引发数十
万网友的关注。

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华夏大地上，
一件镇墓兽并不会成为“孤品”。在巩义市
博物馆，一件“唐黄釉镇墓兽”同样因其独特
外形吸引了成千上万网友的关注。据巩义
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淑晓介绍，这件已经在博
物馆放置了 20多年的文物，一直处于“无人
问津”的状态，而这次互联网带动的“大火”，
让博物馆一天的游客就达到上万人。

据悉，这尊陶制的镇墓兽在 1990 年出
土于巩义市鲁庄镇，原本在巩义博物馆二
楼唐三彩展厅和其他镇墓兽一同展示，在
互联网关注度不断攀升以后，博物馆将其
放在了单独柜台。此后，开封博物馆、贵州
省博物馆的相似镇墓兽被纷纷挖掘，镇墓
兽这一古代墓葬中的文物也因互联网直播
的间接影响，被更多普通群众所了解。

相较于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镇
墓兽”这一文物，其价值无论是从历史背景、
文物年代、制作工艺，还是从存世量、独特性
上看都有一定差距。但是，在热点话题的带
动下，在网民群众的热爱加持中，小小镇墓
兽由“无人问津”走向了“门庭若市”。

巩义市博物馆“镇墓兽”的快速出圈，既
展现了互联网时代网络直播的传播潜力，又
从侧面说明了网友对历史文物“一点就通”
的关注与热爱。这种喜爱，不仅给网络“鉴
宝”“赏宝”等节目提供了群众基础，也让民
间收藏市场从古至今，传承千年。

“镇墓兽”坐进直播间
“泼天”流量从此来

第十九届晋陕豫苏艺术品博览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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