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方说法

书画作品如果不通过拍
卖，怎样能评估其价值？

湖南省收藏协会文物鉴定
中心司法鉴定组首席专家黄念
曾介绍， 该中心经常接受各级
司法部门委托， 对字画等艺术
品进行司法鉴定，评估其价值。
刑事案件中， 以盗窃和职务犯
罪居多；民事案件中，涉及财产
分割为主。

书画作品价格评估是个
很复杂的过程，即使同一艺术
家创作的作品，根据其创作的
不同时期、创作难度、知名度
等，价值都大不一样，比如成
熟期的作品价值高于其他时
期； 代表作价值高于应酬之
作。

黄念曾说， 拍卖不同于鉴
定，拍卖中，艺术品是无法准确
估价的，有人喜欢，愿意花百万
购买， 有人可能觉得就值几万
元。 拍卖行一般根据经验与委

托人意见确定起拍价。 很少遇
到拍卖行与竞拍者发生纠纷委
托鉴定的情况， 因为拍品在拍
卖前一般会有一段时间由竞拍
者来鉴定。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刘明律师介绍， 根据《拍卖
法》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
卖前已声明不能保证拍品的真
伪或品质的， 不承担瑕疵担保
责任。

一般情况下，委托拍卖前，
拍卖行与竞买人会签订相关协
议， 声明拍卖公司不能保证拍
卖品的真伪、品质及价值，所有
拍品均以拍卖时的状态出售。
竞买人在拍卖前将有充足时间
审看拍品原物。 竞买人参加了
拍卖， 就视为对竞买的拍卖标
的的真伪、 品质及价值等情况
已进行全面的检验和评估，对
可能存在的瑕疵有充分了解并
愿意接受。

相比其他被盗物品来说，
文化艺术品被盗后想卖出相对
高价，拍卖会成为理想途径。而
拍卖单位在对艺术品质量进行
鉴定的基础上，却很难对其“历
史清白”进行认证。

湖南新资源拍卖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怡月介绍， 拍卖公司
负有拍品来源审查的责任，但
艺术品不像房产类普通商品，
大部分没有发票等凭证， 拍卖
公司审查存在一定难度， 从而
让一些来源不明的拍品趁机钻
了空子走上拍卖会。

高怡月说，专业、正规的拍
卖公司拍卖书画作品等艺术
品， 一般通过三种方式尽量避
免拍出有问题的拍品。

一是尽量拍卖上过出版图

录的艺术品， 这类艺术品往往
有明确记载，流传过程清晰，有
证可考、有据可查，就是行业内
所说的“传承有序”。其次，拍卖
公司往往拥有固定的客户圈
来征集拍品，其中不乏一些知
名度高、信誉度高的收藏家或
艺术家，他们提供的拍品来源
是比较可靠的。此外，负责任
的拍卖公司会对拍品和客户
进行调查，要求客户说明拍品
来龙去脉。在签订委托合同时
要求客户保证提供的拍品来源
合法， 属于其所有或拥有合法
处置权利。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
是这些实际操作过程中弹性很
大的审核拍品来源的方法，在一
些小的拍卖公司都已流于形式。

拍卖公司：
审查拍品来源存在难度

“雅贼”揣“作案宝典”狂盗字画古籍
掌握2000余名家信息“精准”偷盗 岳麓区某学院现监守自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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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长沙岳麓
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西湖受
案分中心接到报警： 某学
院古籍室内大量名人字
画、古籍被盗！经查，嫌疑
人竟然是该学院的职工。

近年来，名人字画、古
籍盗窃案频发， 其中有失
窃单位工作人员监守自
盗， 也有专业盗窃团伙连
环作案。名画一旦丢失，很
难对其“历史清白”进行认
证， 很多来历不明的艺术
品便公然登堂鉴宝节目、
拍卖大会。

■记者 虢灿 黄娟
实习生 杨帅

【事件一】
校工凿墙盗窃字画古籍

不少单位收藏名人字
画、古籍很常见，但无论如
何严管防盗都很难防得住
“家贼”。

11月16日，岳麓公安接
到某学院报警后，侦技人员
迅速赶赴现场勘查，很快发
现了蹊跷之处。

11月17日凌晨，民警在
岳麓区一公寓内将嫌疑人
廖某夫妇抓获，在其住处查
获大量被盗的名人字画、古
籍的外包装以及委托各地
拍卖行进行拍卖的委托书
和清货单等。

廖某是如何轻易得手
的呢？原来夫妇俩都是失窃
学院职工。7月份以来，两人
利用工作之便凿墙进入学
校古籍室，大肆盗窃馆藏的
名人字画、古籍，并运至外
地委托拍卖行拍卖。

警方破案后追回了大
部分失窃珍贵古籍和名人
字画，但仍有数件珍品已出
售， 追回的5万元仅是其销
赃获利。目前，嫌疑人廖某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嫌疑人
戴某因怀孕被监视居住；其
余古籍、字画正在进一步追
缴中。

【事件二】
“雅贼”连续作案5起

案件侦破5天后， 岳麓
分局又抓获两名偷画的嫌
疑人，破获盗窃案5起，追回
价值4万余元的被盗赃物。

11月15日， 有群众报
警称其餐厅内价值数万元
的画被盗。 观沙岭派出所
通过侦查， 迅速锁定一名
嫌疑人， 于11月22日晚在
网吧将刘某及其同伙虢某
抓获。

11月上旬以来， 刘某、
虢某采取爬窗入室的方式，
先后在岳麓区作案5起，被
盗的字画、手机、电脑等赃
物总价值6万余元。

警惕陌生人“上门求字”
对于艺术品收藏单位和个人来

说， 更多关注的可能是艺术品的专
业保养，而忽视了其防盗保管。

省直书画家协会副主席潇风表
示， 他听说过一些书画家作品被盗
的情况，有人借口买宣纸、买毛笔，
通过书画家家里人进入家中“踩点”
或顺手牵羊作案。 根据他了解的情
况， 有不法分子掌握了大部分知名
艺术家的资料， 包括姓名、 家庭住
址、联系方式等。他提醒，家有价值
较高艺术品的人，需要提高警惕，最
好不要让陌生人进入家中。

用“大数据”
规范作品市场

对于书画作品管理，潇风建议，
可以用“大数据”来规范书画作品市
场。一是建立艺术家的个人档案，让
其作品都有据可查， 每件作品都有
艺术家授权； 二是所有字画作品都
附上独一无二的二维码， 配上收藏
证书，书画作品交易时，需要同时提
供作品与收藏证书，否则不能交易，
这样即使有字画遭盗窃， 不法分子
没有收藏证书也难以交易。

对于一些有历史年代的书画作
品，潇风建议，由文物等部门收购，
向公众展出， 一方面个人保存不安
全， 另一方面， 也能让更多人欣赏
到，将艺术品作用发挥到最大。

凭记忆临摹填空缺
山东省潍坊市档案局一工作人

员以1.5万元的价格将偷出来的3幅
画卖掉，顺手在古玩城内花200元买
来3幅字画， 放到原先的铁皮柜内，
以假充真。后来，他甚至连买幅假字
画的钱都省了， 直接凭记忆临摹字
画，放回特藏室滥竽充数。

“爱书贼”家中成图书馆
乌鲁木齐市一“雅贼”两年从图

书馆摸走2200多本书， 家中地下室
成了图书馆，六七成是军事历史书。
家人反映，其从小就痴迷读书，所有
偷来的书只为自己看。

俗话说， 不怕贼偷就
怕贼惦记。不少识货的“雅
贼” 甚至还手握“作案宝
典”。

长沙市刑侦支队破获
的著名书法家王友智百万
作品被盗案中， 两名嫌疑
人竟手握全国2000余书画
名家的详细资料， 甚至对
艺术家们的性格喜好都清
清楚楚。

“先是接到电话，自称
书法爱好者， 要上门求
字。”去年8月27日下午，两
名自称医药公司负责人的
男子来到王友智家， 表现
出对书法作品的喜好及了
解，让王友智放松了警惕。
随后， 借口老板想买几十
幅字送朋友， 但王友智没
有答应。离开时，他们顺手
牵羊拿走了28幅作品，当
日在长沙古玩市场被低价
卖出。前后三次拜访，共偷
窃67幅作品，价值百万。

民警介绍， 两名嫌疑
人除了用假身份证、 名片
及伪造的各地博物馆空白
介绍信外，还有一本102页
厚的“作案宝典”。上面写
满了2000余名书画大家的
信息资料，包括手机号码、
家庭住址、 作品介绍及作
品市场价格等。 其中有
1400多条信息准确到书画
家的性格特点、喜好。而近
几年来，湖南有聂南溪、欧
阳笃材等多位书画名家遭
入室行窃， 被盗作品近百
余幅。

警方调查发现， 两名
嫌疑人文化程度并不高，
只有小学文化， 但来自江
西进贤县的他们对书画的
确有一定的了解。 江西进
贤是全国知名的文化用品
生产交易地，当地持有“作
案宝典”的远不止两人。

【调查】
“雅贼”手握
上千名家信息

律师：
拍卖行事先声明可避责

建议

■漫画/王珏

偷走《资治通鉴》
在朋友圈炫富

南京一小偷进入无人居住的别
墅盗窃，发现没什么“油水”后，索性
住了下来。他不仅自己做饭，还迷上
了别墅主人的藏书，天天看书，临走
时还不忘将看了一半的《资治通鉴》
给偷走了， 还在别墅中自拍照片发
朋友圈炫富。

奇葩
雅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