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0日，为期近一个月的中
国·台江“2017苗族姊妹节”在贵
州省台江县苗疆姊妹广场拉开帷
幕。上千名海内外游客齐聚台江，
与当地苗族同胞一起欢度一年一
度的姊妹节。今年的“姊妹节”除
了传统的游方活动之外， 将新增
原生歌唱大赛， 走进美丽乡村等
活动，将使活动更精彩。苗族聚居
的地方，都有过姊妹节的习俗，从
正月间至三月间， 分别选不同的
日子，以不同的形式过。施洞地区
的姊妹节最有代表性， 是苗族的

情人节。
当天上午，来自台江县九个苗

族支系的42支队伍，近万名群众身
着节日盛装举行了盛大民族游演，
用服饰、舞蹈、歌声展现着苗族农
耕文化、 服饰艺术和生产生活画
卷。她们踏着鼓点，跳起苗家舞，身
上的银饰随着身体的跃动发出阵
阵悦耳的声音，无比震撼。下午的
开幕式文艺汇演，为观众带来一场
震撼的苗族歌舞视觉盛宴。

苗族姊妹节一般在每年农历
三月十五至十七举行，被誉为“最

古老的东方情人节”、“藏在花蕊里
的节日”。为了让游客体验最浓郁、
最淳朴的苗族风情文化，今年的姊
妹节将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游客直接参与、体验。2017年中
国苗族姊妹节以“相约台江·爱在
苗乡”为主题，共有15项子活动及
5项延伸活动，涵盖苗族传统游方、
姊妹节盛大开幕式汇演、千名绣娘
共织画卷、苗族盛装游演、乡村苗
族文化原生态体验游等一系列活
动，充分展示苗族之美。

■黄 英

一个从未经官方证实的南海沉船宝藏传说， 至今仍在海南地
下文物市场搅动波澜。据海南当地收藏圈人士讲述，2015年底，海
南省海口市文物圈开始流传出一个消息： 一艘当年运输八国联军
抢来的清朝宝藏的沉船，在南海西沙海域被渔民发现。随后，大量

“海捞”（文物圈对海底打捞的文物的简称）开始在市面出现。按照
圈内一位人士估计，目前海南当地至少出水了5万件“海捞”，但真
假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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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宝藏传说搅动海南“文物江湖”
有人为“地摊货”耗资数千万

中国·台江“2017苗族姊妹节”盛大开幕
数万名苗家儿女着盛装

今年3月底，记者跟随
一名收藏人士去感受了一
次买卖“海捞”的过程，明
显没有了周泽师描述的激
动人心的场面。

在中间人的安排下，
该收藏人士与自称是潭门
镇渔民的人约在了海口某
地交易。对于这些“海捞”
的定价也是比较随意，器
型大一点的东西开价比较
高， 比如一对乾隆款的百
花瓷瓶， 对方开价在8万
元， 而一个鸡缸杯开价只
有3万元。 更令人吃惊的
是， 讨价还价的过程极其
粗放，最后不管什么器型，
基本都以1万元的价格成
交， 其中一件明宣德年间
瓷器成交价格才8000元。

当然，价格的高低，要
取决于这次交易物件的是
不是真的古物。

比如周泽师收藏的那
些物件， 就被官方部门鉴
定为仿制品。

海南省文物局一位负
责人在接受采访后也直
言：经过我们专家鉴定，这
些文物全是假的， 仿得水
平很低，都是些地摊货。

记者在结束调查后，
将一位藏家当日一万元购
得的几件瓷器拿给了上海
博物馆原瓷器部的一位退
休专家鉴定， 该专家也表
示，均为现代仿品，仿品也
分高仿、低仿，这些瓷器连
低仿都算不上。

■来源：澎湃新闻

海南省文物局：全是假的，都是些地摊货

后来的剧情更是高潮迭起，文
物圈内的很多常识在这里被推翻。

据周泽师讲述，各种“重器”陆
续出来， 包括各朝皇帝的玉玺、青
铜器、佛舍利、玉器、夜明珠等，整
个海口文物圈跟打了鸡血似的，价
格也是便宜到离谱。金器就按现在
的金价卖，一件刻有超过400个字
的青铜器，才卖了50多万。台北故
宫里那件青铜器也就刻了不到
400个字。

周泽师向澎湃记者展示了他
这一年多的收藏，在他家100多平
方米的房子里， 堆满了各种“海
捞”。这些“海捞”仅有小部分用礼
品盒收藏着，大部分都随意摆放在
客厅里，像金印、玉印、石印之类的
印章，随意堆在几个盒子里。而前

文提及的鸡缸杯，大概有四五十个
摆在客厅一个板子上，其称现在收
藏的各式鸡缸杯有200多个。

其中， 最令周泽师自豪的，是
其收藏的所谓“传国玉玺”，以及重
达22斤的所谓乾隆皇帝纯金玉玺。

那块22斤的所谓乾隆纯金玉
玺，底部刻有“皇帝奉天之宝”四个
大字。至于这些物件本身是文物还
是仿制的工艺品，则少有权威专家
能为周泽师证明。

即便如此，周泽师的“海捞”收
藏量已经达到数百件，光收购的各
种鸡缸杯就超过两百个，耗资超过
千万，据他称，与其他藏家相比，这
仅仅只是“毛毛雨”。

周泽师估计，这批“海捞”在市
场上已经流出超过5万件。

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海
捞”生意很早就存在。

近日， 记者在潭门一户渔民
家看到， 他家专门有个房子用来
存放“海捞”，在一间不足5平方米
的房子里， 三个货架上摆放着像
酒杯、碗、酒壶之类的瓷器，还有
钱币、铁器等各种所谓“海捞”。地
上还放着几筐碎了的瓷器， 架子
上面则放着各式礼品盒， 以供客

人挑选后包装用。
海口市收藏人士周泽师（应采访

者要求系化名） 告诉记者，“无法用语
言来形容当时激动的心情，毕竟一个
收藏家可能一生都难得碰到一件官
窑，尽管也有怀疑，但在周某某店里看
到那些极其精美的官窑瓷器后，包括
唐三彩、宋朝五大官窑、元青花、明成
化斗彩杯等瓷器，价格也就5万到8万
一件，那时候跟抢一样，生怕没有了。

“海捞”现世：那时候跟抢一样，生怕没有了

“重器”出炉：乾隆皇帝纯金玉玺都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