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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去十多万元
近日，来自武汉的叶女士到本

报投诉，称今年 !月接到一名陌生
男子的电话，自称是中国收藏协会
的，特地推荐一尊为纪念毛泽东诞
辰 "#$周年而制作的和田玉雕像，
售价 %万元。这雕像是限量版，既有
收藏价值，还可拍卖，放几个月价格
就可翻倍。
年过花甲的叶女士想通过买收

藏品赚点钱，为儿子置办一套婚房，
便动了心。买下这尊玉雕后，她又陆
续通过此人花 "$万多元买了据说
是用青田玉和和田玉制作的毛泽东
“御房四宝”，以及收藏证书、鉴定
书、上海国际收藏协会会员证等。
直到前不久，她想来上海拍卖机

构登记拍卖时，才知道这些收藏品充
其量是一两百元的纪念品，而“上海
国际收藏协会”根本就不存在。
四川一位老年女性通过电视购

物买了一套纪念币后，便不断接到
推销电话。有人自称是上海一家民
间收藏协会的会长，在全国范围内
找寻一定名额的藏友、购买限量产
品，参加下半年在上海举行的藏品
博览会，到时所有的藏品都会被高
价回收。她前后共花 &'(万元买了
几件收藏品，最贵的是一套十件套
的“玉玺”。这些收藏品没有发票，没
有藏品证明，仅有一件“光鲜”的外
衣———精美的包装。她的女儿报警
后，警方直接告知其被骗了。

骗子常用“重大题材”
“被骗买了所谓‘收藏品’‘艺术

品’的电话，我们每天能接到好多
起。”上海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说。

骗子通常会捏造一个名字很
“华丽”但子虚乌有的单位，如“上海
国际收藏协会”“上海收藏文化中心”
等，被骗者上当受骗后，遍寻不见这
些单位，才找到上海收藏协会来。
吴少华说，骗子销售的东西大都

是利用重大题材，如重大活动、历史
人物的纪念日、文化名人及每年的生
肖题材等，再通过营销人员的花言巧
语，讲得天花乱坠，诱人上当。
“骗子正是利用人们想发财的

心理，拼命让人相信他卖的是个好
东西。”吴少华说，其实头脑稍微冷
静一点，想想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就
不会被表面的利益所迷惑。
吴少华还说，受骗的大都是老

年人，以东北、中西部地区的为主，
平时不上网，信息较为封闭。他们白
天通常会在家里，能接到电话，骗子

正是看准这一点。
受骗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特

征，就是不少人曾经通过电视购物
等途径购买过艺术品或纪念品。他
们的个人信息被转卖给骗子公司，
成为电话诈骗的首选对象。

广告营造热销假象
另外，一些卫视的电视购物节

目或广告等也会通过疾风骤雨般的
信息轰炸，短时间刺激观众的神经，
营造出一种热销的假象，推销金银
饰品或收藏品。
如一家卫视一档黄金首饰的广

告中，屏幕右侧用很小的字体标着
“广告”二字，而屏幕上不时用跳出
“)件足重 *$克”、“#((元”的字样，
抢足眼球。背景板上打的招牌是“上
海某某金店”，但绝大多数时候只露
出“上海”二字，店名则被片中人挡
了个严严实实。广告中还采用美女
攻势，两名身着大红旗袍的年轻漂
亮女孩不断接听打来的热线电话。
销售信息更具煽动性。如“)件

首饰 *$克，女士金戒指、金耳环，超
低价，#((元”，“每人每个号码限订
+$套，现在打进电话还免费送男士
金手镯”，“厂家每隔 %年品牌推广，
活动只剩下最后 #分钟”等。节目最后
还“重拳出击”———“现在打进电话，连
#((元也不要了，直降 +$$元，只要
+((元就可以买到 *$克金首饰”。

广告上还有一名男销售主管，
里面表情权威而严肃地宣布一些商
品信息，里面在女接线员接进购买
电话，对购买者的要求表示为难时，
及时出现予以处理。
还有些类似的电视广告或纸媒

广告，推销限量版毛泽东诗词、重大
题材的纪念品或玉器、“+!,金马年
纪念手表”等，通过渲染信息，造成
“再不出手就抢不到了”的广告攻势。

多是仿冒甚至“垃圾”
对于这样的广告信息，吴少华

表示：“这当中鱼龙混杂，不排除可
能有好东西，但更多的是仿冒、粗制
滥造的，甚至是垃圾。”他说，材质上
以次充好，比如讲的是白玉的，其实
用的是价格低廉的玉石，几百元的
东西冒充几万元；还有些镀金镀银
的，成本并不高，被他们讲起来特别
有价值，误导市民。
他说，广告销售中经常提到上海

书城、上海大剧院等上海知名的地标
性文化场所，还有专家评论、收藏者
感悟、作者或艺术家介绍等，销售地
点和热线电话都有，但所销售的商品
的具体发行单位、制作厂家等都没
有，说起来就是个“三无产品”。
还有些所谓的艺术品上打着名

人或名人后人的招牌、“限量版”等，
吴少华说：“事实上，这些艺术品可
能母版是他们做的，但广告中卖的

产品都是现代用模具复制的，可以
无限量地做，根本就不是收藏品，价
值和原来的艺术品完全是两个概
念，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纪念品。”

并非人人都能玩收藏
对最近艺术品投资热的升温现

象，吴少华认为，越来越多市民关注
艺术品，这本身是件好事，但“艺术
品投资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
“玩收藏的前提是对艺术品有

所了解，自己有初步判断。”吴少华
说，但现在很多市民有盲目、从众的
心理，特别是年纪大的市民，看了大
众媒体发布的广告，就认为是好东
西，其实根本不懂买到手的东西价
值有多大。吴少华认为，在收藏领域
要更多地提倡文化消费和文化享受
的理念，而不是升值。“把玩艺术品
的过程给收藏者带来快乐，能够提
高人的鉴赏水平和修养，扩大知识
面。很多艺术品本身也是实用物品，
可以从使用的过程中享受它的文化
内涵。如果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只
是买了等涨价，或者看不出其艺术
价值，就与艺术收藏的本质相违
背。”吴少华说。
他还建议想玩收藏的人，要有

一颗平常心。收藏是传承文化的一
个载体，至于今后它升值与否，都很
难讲。“抱着发财的心态，走火入魔，
上当的只会是自己。”

收藏品推销乱相生
“限量版”要保本都难
专家提醒：想不吃亏上当须先提高鉴赏水平

本报记者 姜燕

! ! ! !岁末年初! 一些骗子电话诈骗

展开强力攻势!推销"限量版#"珍藏

版$和带有%马到成功$等口彩的所

谓收藏品或艺术品! 花言巧语骗了

不少老年人上当& 各类推销 %收藏

品$的电视购物广告也甚嚣尘上!通

过急切的语言攻势' 狂轰滥炸的信

息和逼真的电话购物场景! 迅速勾

起老年观众强烈的购买欲望(

电话推荐买来的 "收藏品$基

本上是假货!通过电视购物等销售

方式买进的艺术品也大都不尽如

人意) 对此!收藏界人士提醒!想发

财的!先想一想!没有天上掉馅饼

的好事!千万不要被表面利益所迷

惑&真想玩收藏的!事先要把功课

先做好!提高鉴赏水平)

! ! ! !有消费者认为，媒体广告在此
类“收藏品”的销售中起到了不好的
推动作用。但专家和律师均指出，广
告本身有一定的夸大成分，只要广
告商和媒体拿得出证据，就不违反
广告法。

! 程士安 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广告系主任!教授

虽然这些广告有哗众取宠的嫌

疑! 但只要媒体和广告代理商拿得出

相应证据!就是符合广告法的)比如广

告中提到了著名大学教授的推介!甚

至出现了照片!那要确认是不是这个

人&如果提到了某个%一代宗师#!那

就要看他是不是有这个地位!凭据是

什么&假如说是名人后人!如果身份

确凿!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是八竿

子打不着的后人!就值得质疑了&假如

商品是有年代的收藏品! 广告机构和

媒体就要出具考古方面的证据)

发布广告前必须有广告主'广

告代理商和媒体的专职广告审核员

审查!涉及名人等!需要广告主和广

告代理商提供证据) 但这方面的制

度虽有!在操作上仍有漏网之鱼!遇

到这种情况!一旦被发现举报!相关

单位就要受罚)

! 连晏杰 新华律师事务

所律师

消费者通过媒体广告买到收藏

品后认为不值那么多钱!首先要看广

告是否违反广告法的规定!如果涉嫌

虚假宣传! 最后证实确实是有意造

假!那广告就是违法的&如果只是介

绍!没有造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广告本身有一定夸大成分!如

果它一不违反公序良俗! 即没有恶

俗和不良的东西!二无虚假宣传!比

如广告中的艺术品确实是广告中说

的某个人做的)至于升值与否只是广

告的宣传!是否真能升值要靠消费者

自己的判断!与广告的责任无关)

一些电视广告可能会打 %擦边

球#!比如销售金饰的广告可能隐讳

地讲到了金的纯度或根本就是镀

金!或者变相提到这一点!而消费者

没有注意到! 这种做法属于误导消

费者!不符合广告法的规定!但不构

成消费欺诈)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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