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蛰伏”中的生意

距离2020年春节还有十余天时间。在

秋拍完全结束、即将迎来长假的阶段，文

物艺术品市场迎来了常规性的淡季。去年

春节期间的数据显示，2019年2月中国文

物艺术品交易量环比下降83.91%，交易额

环比下降99.59%。

拍卖活动临近春节时均已停办，古玩

城、古玩市场整体上也进入歇业状态。据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北京古玩城在过去两

年中，基本为大年二十九下午2点起清场

休市，正月初六开始营业，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今年的安排暂未公布，但应与往年一

致。此外，弘钰博古玩城与法定节假日休

息同步；天雅古玩城市场部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将于腊月二十七至正月初九期

间休息，歇业13天。

前段时间官宣将于2020年5月正式

闭市的报国寺收藏市场，今年春节期间

也是一派“风平浪静”。尚未搬离的钱币

商户龙泉堂于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市场从大年三十休到正月初六，初七照

常营业。”

虽然拍卖与古玩城普遍在春节期间进

入“蛰伏”，但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也有不

少文玩交易活跃在春节庙会中。从去年开

始，有400年历史的厂甸庙会不设小吃摊

位和娱乐项目，主打文房古籍文玩的“文

市”牌。包括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

在内，琉璃厂的诸多老店都迎来了热闹的

人流。有经营文玩的店主告诉记者：“虽然

庙会头几天许多人都只看不买，但是初五

左右生意还是不错的，有时能到往常营业

额的两倍。”

与传统春节庙会引入文玩交易相得

益彰的是文玩市场也将庙会形式融入到

市场交易之中。潘家园自2009年举办春

节交易会，就在开市交易的基础上引入

了庙会形式，营造春节气氛，聚人气，带

动市场交易。

不打烊的潘家园

据潘家园旧货市场副总经理王丽梅介

绍，今年从除夕至大年初六春节法定假日

期间，潘家园市场每日都从上午9点左右开

业至下午4点。从大年初二开始至初六5天

时间，将开启庙会的展演模式———舞狮、踩

高跷、中幡、魔术戏法、独轮小丑等节目都

将在特定的时间段逐一登场。

与往年相比，今年潘家园的春节交易

“庙会”也将更加年轻向。为了更凸显文化

地标的网红基因，潘家园市场内增设了多

处卡通鼠、潘爷等原创形象的合影墙。每天

也有小猪佩奇、财神爷、灰太狼、高飞、布鲁

诺等卡通秀在场内与游人互动。

潘家园商户谢玉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由于本身是老北京人，每年过年基本上都

不会错过潘家园春季交易会。“潘家园的庙

会活动活跃了冬季冷清的文玩市场，吸引

了本地市民，近年来也有不少外地游客前

来。”谈及春节生意，谢玉表示其实一些老

客户在年前就来挑选文玩礼品送人，春节

交易会期间，也能接触到不少新客源。

在谢玉等文玩商家看来，文玩也是一

种“特色年货”。潘家园的商户们对于春节

市场的配货有独特考量。据介绍，花卉纹

样、做工繁复的茶具在节日期间较受欢迎，

带有吉祥符号的摆件在市场中更为常见；与

鼠年相关，招财鼠菩提子手串也频频亮相。

除了造型、题材的应景，具有浓厚节日

色彩的红色文玩备受市场关注。潘家园总

鉴定师、资深珠宝玉石鉴定师师俊超表示，

红色文玩是许多人本命年礼物的首选，比

如南红玛瑙，十分适合过年的时候和本命

年佩戴。除了朱砂和南红，红色文玩还可以

选择红色的碧玺、红宝石、红珊瑚等品类，

具有保值、增值属性。

文创里的新商机

文玩交易为春节平添了文化气息，而

在近两年的春节文化庙会中，文创产品扮

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去年故宫庙会

引入百余家老字号进宫，经营文化创意类

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品等10余类

产品；地坛庙会也增设80个展位的文创年

货市集和展览；厂甸庙会的天桥分会场，举

办了“非遗”文创年货市集，同时邀请了艺

术文创品牌、时尚工坊商户入驻。

作为北京独一处的春节开张并引进庙

会的文玩市场，潘家园的文创经营同样不

打烊，成为文玩之外的第二市场。除了潘家

园市场内的潘家园礼物文创自营店，位于

秀水街5层、面向国际旅游市场的潘家园礼

物都将于春节期间照常营业。据潘家园礼

物负责人陈文龙介绍，潘家园文创在春节

期间主打的商品包括年货礼包、台历、暖手

筒等多个品类。得益于古装剧热播效应，

“小主们”冬季手揣的暖手筒被复原为潘家

园新文创，已成为颇受欢迎的复古配饰，受

众多为古风服饰爱好者。值得一提的是，

2020年潘家园台历在潘家园礼物三里屯

快闪店上架没多久，就多次断货。

对于潘家园跻身文创赛道的考量，潘

家园相关负责人指出，文创是延续、活化传

统的一条新路；将时尚元素融入传统手工

技艺，将古玩文化注入年轻市场与国际旅

游市场，能够让潘家园多年的文化积淀得

以外延。

这一处27年历史的老文玩市场，正在

通过新方式寻找文玩淡季里的商机。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文 贾丛丛/漫画

春节假期 文玩市场拿什么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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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的全国文物艺术品交易指数显示，

每年1、2月春节假期期间，由于拍卖场次减

少、市场歇业等因素，文玩交易进入淡季。北

京商报记者看到，北京古玩城、华夏古玩城

等文玩集散地都于春节法定节假日期间闭

市。另一方面，一些有文玩交易内容的文化

庙会却在春节迎来热闹的人流。 作为文化

地标的潘家园市场， 因其春节无休的传统

在古玩市场中独树一帜， 同时还将在春节

期间引入民俗表演活动。由此，“庙会加文玩

展售”的潘家园第十二届春节交易会即将开

启，为文玩圈的冬季带来迎春暖意。

喜欢在潘家园把玩银壶的藏友很

多都熟悉毛玲健。潘家园市场创立的时

候，毛玲健的父母就在此经营红木、银壶

等生意。毛玲健可谓一名“潘二代”，眼下

居住在潘家园，且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丙

排38号和丁排2号两个商铺“以壶会

友”。从百余元到万余元，不同品类的银

壶都是毛玲健的店中所藏。

在银壶玩家们看来，造型精美的银

器自古便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历代均

“煮水以银壶为贵，泡茶以银壶为尊”。据

毛玲健介绍，银价本身不高，银壶贵在工

艺。“银壶价格通常以克计算。其中‘一张

打’的价格相对较高，一般在八、九元钱

一克左右。此外，鎏金、镶嵌宝石等工艺

也会带来附加值。”所谓的“一张打”，即

除了把手与壶盖，壶体部分只用一块银

片成型，不用熔接、灌模，纯粹用敲打来

完成制作。与一般银壶不同，“一张打”银

壶壶嘴是从里往外慢慢打出，壶底也靠

敲打成型，而非焊接，所以“一张打”的银

壶含银量最高。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由于银质地

柔软，无法刻模批量生产，银壶多数为手

工制作。受工序繁琐、成型及錾刻技艺难

度极高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银壶发

展受限，日渐式微，还曾一度濒临失传。

据毛玲健介绍，现在一把普通的手工壶

的制作在15-20天左右，“一张打”的用

时大致在一个月以上。与铜壶相比，打

制银壶的技术要求更高。

谈及银壶收藏的入门，毛玲健更强

调银壶本身的实用性。“一把普通壶的

价格大致在数千元，不算很贵重的收藏

品。银壶重要作用是在于它可以净化水

质，煮出来的水较软，可以提升茶汤品

质。银还被称为天然的消炎药，对身体有

好处。”对于影视作品里银针试毒的桥

段，毛玲健笑言“过于夸张”，“除了鹤顶

红那种烈毒，银器对于普通毒性的检测

并没有奇效”。

近年来的银壶市场正在由极小众的

圈子开始逐步走向大众。“银壶是小众市

场，大家当工艺品来买，玩家们买回家很

多就是束之高阁，当做装饰用以欣赏。现

在人们越来越注重实用性。”毛玲健在向

顾客介绍一把壶的时候，常常强调“壶摘

由蜜蜡或宝石镶嵌，不烫手；出水利落，

断水干净”，均为实用性考量。

银壶的玩家身份也与从前不同。“现

在一些年纪大的顾客并不计较价格，喜

欢工艺复杂的，制作精良、实用的。同时，

也有很多年轻人开始买入银壶———‘养

生青年’越来越多了，对水容器要求也不

只限于普通保温杯了。”据毛玲健介绍，

许多年轻人喜欢体型较小、造型古拙简

约的银壶。

谈及“镇店之宝”，毛玲健也有自己

的喜好。在众多藏品中，他认为一只鎏金

的花开富贵壶与一只通体刻有心经的

银壶最为精美。“两个壶代表两种风格，

体量较轻，价格也并不是店中最高的，但

算是我心中的极品了。”收藏把玩也好，

饮茶也好，每一只壶都代表着属于一个

人自己的乐事。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

北京商报讯（记者 胡晓钰） 临近春
节，一款“宠物版”木牛流马入驻潘家园礼

物店。与潘家园礼物面向春节推出的台

历、年货礼包、暖手筒等文创产品不同，木

牛流马为一款动态模型。在潘家园市场中

有人牵引宠物版木牛流马遛弯的视频已

经堪称网红，在线上线下吸引众多人的热

议和围观。

据了解，木牛流马为三国时期蜀汉丞

相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分为木牛与流

马。史载为建兴九年至十二年（231-234

年）诸葛亮在北伐时所使用，其载重量为

“一岁粮”，大约400斤以上，每日行程为

“特行者数十里，群行三十里”，为蜀汉十

万大军提供粮食。对于木牛流马确实的制

作方式、样貌，史上有多重说法，至今亦不

明确。

潘家园文创版本的木牛流马是对古

代“黑科技”的一次还原，一经推出便受到

广泛关注。北京商报记者看到，新的文创

尝试满足了不少年轻消费者的猎奇心。来

逛潘家园礼物秀水街自营店的小张为一

名“00后”，她表示：“近年来文创商品的品

类过于单调，摆件、胶带、书签，都是各个

文化机构开发的‘老三样’了。潘家园新出

的这款木牛流马很别致、拉风，作为年轻

人很喜欢。”

这款年轻人眼中“思路清奇”的文创

产品，并非一款简单的玩具。“宠物版木牛

流马的工艺较为复杂，凝结了传统文化和

古代智慧。”一位设计师买家谈道。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潘家园礼物

从塑造潘家园吉祥物“潘爷”的形象开

始，先后试水了“老北京风情系列”“青瓷

茶具系列”等多种产品的设计和研发。潘

家园礼物负责人陈文龙表示，“有别于电

子玩具，通过‘木牛流马’人们看到的是

传统手工技艺，并获悉一段有趣的历史

故事。潘家园文创致力于将传统的文化

创新演绎为现代人生活中的日常用品，

从而达成对不仅限于旅游人群的更广范

围群体的消费。”

潘家园文创
还原古代“黑科技”木牛流马

毛玲健：小众银壶收藏里的大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