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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防的古董交易骗局：
身价上亿的买家是“群演”

2015年11月25日，苏州市高
新区狮山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电
话。来自宁波的李先生称，他在苏
州进行古董交易时， 被人强行扣
留10万元保证金。

此前， 苏州警方曾陆续接到
10余起类似的报警电话， 矛头直
指苏州鼎磊文化艺术品投资有限
公司。起初，警方认为这些只不过
是古董交易中的普通民事纠纷，
直到接到了这位年近古稀的李先
生的电话，觉察此事并不简单。

李先生是浙江宁波一所大学的
退休教授，由于年纪大了爬楼不便，想
买一套带电梯的楼房， 不得不忍痛割
爱出售一副祖传的古象牙象棋。

老人对此十分谨慎，决定找专

业的古董拍卖公司。根据《禁止非
法拍卖犀牛角虎骨和象牙制品》规
定， 未经批准不得拍卖象牙制品，
走正规拍卖的途径行不通。

他在网上查阅诸多拍卖信息，
并试探性地将藏品出售信息挂到
网上，很快接到几十家拍卖公司的
电话。他都逐一记录，反复思忖。

这些拍卖公司大多需要前期
收取2000-3000元的鉴定费，如
果藏品合格则退款， 不合格则不
退款。谨慎的李教授认为，凡是前
期需要交费的都一律不予考虑。
在他看来， 这些前期费用只不过
是诱饵罢了。

综合这些拍卖公司的估值，
这副古象牙象棋估值在800万

-1500万元， 这个价格完全超乎
李教授的心理预期， 买房梦似乎
马上触手可及。

直到一天，一个苏州的电话称
有买家愿意出1600万元购买，不
需要收取前期任何费用，只要卖家
保证东西是好的，在交易前签订风
险违约合同。

足够高的价格， 不收前期费
用，还有合同做保障，李教授对苏
州这家公司很有好感，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他们决定实地考察一下。

按照公司提供的地址， 李教
授到苏州高新区一家高档写字楼
内。他小心翼翼打开祖传的宝贝。
这套清代古象牙象棋做工精湛、
用料考究、包浆温润，棋子正面楷
书篆刻黑红两色， 黄花梨木棋盘
正反分刻象围棋盘，可折叠便携。
李教授的祖父是清代最后一科进
士，过世后，生前常用的古象牙象
棋存放家中， 李教授坚信这副象
棋的品质。

鉴定师看罢， 确定这是清代
的藏品，此物不假。买家也似乎兴
趣很浓，用放大镜反复查看。最终
买方愿出1588万元算是图个吉
利，双方愉快成交。业务员提出要
签订合同， 并称买卖双方都要出

10万元的保证金， 就是为了约束
双方不毁约。 如果藏品被掉包或
者实物鉴定与所描述的不符，那
么卖家10万元保证金被没收。如
果买家在合同期限内不能交付尾
款，则买家10万不予退还。

合同在手、东西保真，李教授
确定自己不会违约， 就爽快地签
了合同交了钱。 藏品被公司拍照
存放，李教授回家静候佳音。

就在合同履行期满前几天，
李教授接到业务员电话， 对方称
有买家买到赝品， 所以公司要将
交易未全部完成的藏品重新鉴定
一下，防止赝品混在其中。李教授
觉得在情理之中，两天后，业务员
来电让他傻了眼， 藏品最终检测

显示，象牙象棋中钙成分不够，用
业务员的话讲东西不太真， 与实
际描述不相符。

按照合同约定，10万的保证
金可就打了水漂， 李教授心里吃
了一个闷亏， 辗转反侧、 寝食难
安。儿子闻讯让其报警。

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 承办
人核对每名涉案人员经手的交易
合同， 在涉案公司的内部业绩表
中发现被害人多达300余人。涉案
金额近600万元。日前，经苏州市
虎丘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这
起合同诈骗罪依法宣判， 被告人
王拥等34人分别被判处10年6个
月、10年3个月、3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各处罚金。

老教授想买房，想起祖传象牙棋
起因

其实，这起系列案历经多次
开庭。苏州虎丘检察机关和法院
还共赴安徽蚌埠，为将临产的被
告人边某举行了特殊宣判。

2015年7月，苏州鼎磊文化
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主要是替客户拍卖艺术品，收取
客户鉴定费、 暂存费和拍卖佣
金，没想到经营了三四个月就亏
了100万。 公司法人王拥决定更
换经营模式，最终以藏品鉴定为
赝品或者与实际年代（含量）不
符为由，没收卖家保证金。很快
公司扭亏为盈。

事实上，该公司并没有真实
买家，只是打着有人愿意高价收
购古董文物的幌子，达到骗取保
证金的目的。 为打造“专业”团
队，学习和培训必不可少，行政
总监担任业务员的“话术”培训
“老师”。 所有业务员都要根据
“话术范本”。业务员的主要工作
就是在通过上网伺机寻找卖家，
电话邀约到公司见面。老板王拥
还花3万多元在香港注册了一家
名叫“中国古文物鉴定检测研究
院”的鉴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
告抬头极具迷惑性。那些动辄身
价上亿的实力买家，不过是每天
花150元请的“群演”，有“群头”
派活并培训。 一度公司业务繁
忙，就包吃住专门养了两个长相
富态的“群演”，扮演来自香港、
浙江、福建等地的富商。在洽谈
中，他们无需说话，只需拿着手
套、手电筒、放大镜演出即可（文
中当事人为化名）。

■来源：扬子晚报

揭秘

身价上亿的买家
是包吃住的“群演”

先交10万元“真品保证金”
上当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期。随着生活条件不断提高，人们的
精神需求也不断提高。人越全面发展，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俗话
说：“乱世买黄金，盛世兴收藏”。随着各地电视等新闻频现寻宝鉴宝节目，历
来为文人雅士所喜爱的古董收藏，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而一些游离
于法律灰色地带的“古董局中局”却引成千上万人入彀。

浙江一位退休教授，在私下出售一副估值1600万元的祖传古象牙象棋
时，就不幸掉入“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