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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北京市的中小学生

和幼儿园的小朋友迎来了新学期

的第一天。为了让幼儿园小班和

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更好地适应新

环境，一些学校给孩子们送去了

礼物，比如，向日葵的种子，希望

孩子们种下希望和梦想。说到希

望和梦想，今年暑假期间，作为大

型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的首都图

书馆（以下简称“首图”），启动了

“童心阅读，快乐暑假——阳光少

年暑期读书行动”，通过参与此次

活动，很多小读者认识到，读书可

以实现梦想，读书可以在知识的

海洋里体味到别样的乐趣。据了

解，该活动吸引了众多小读者。

首 都 图 书 馆 馆 长 倪 晓 建 介

绍，“童心阅读，快乐暑假——阳

光少年暑期读书行动”以优秀的

少儿文献和数字资源为载体，通

过自助式阅读、启发式阅读、互动

式阅读和实践式阅读的“立体式”

指 导 模 式 ，让 少 年 儿 童 爱 上 阅

读。为了让每个到馆的小读者有

好书可读，有精彩活动可参加，首

图还通过增加新书数量和加大活

动频次的方式尽可能地满足小读

者的需求。今年暑期，首图新上

架少儿中文图书 5000 余册，少儿

英文原版图书近 400 册；共接待小

读者 7.7 万余人次，图书、光盘借

还总计 13.8 万余册（张），开展主

题活动 44 场次，参与读者近 3500

人次。此次暑期读书行动，在为

本市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课外教

育环境的同时，还吸引了许多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积极参与，孩子

们一起在丰富的阅读活动中开心

益智，健康成长。

服务篇：家一般的图书馆

暑假期间，每天上午 9 点开馆

前，首图门口都会排满等待进馆

的小读者。采访中，小读者们都

反映：“在首图读书，如家一般的

感觉。”

首图少儿馆为生活在北京的

所有 0 到 16 岁的未成年人及教育

工作者提供少儿文献借阅、流通

检索、信息咨询和阅读指导等公

益 服 务 。 为 了 方 便 读 者 利 用 图

书、期刊和光盘等资源，首图设置

了亲子卡、学生卡及教师卡。其

中 ，亲 子 卡 支 持 监 护 人 共 同 阅

览。此外，还有临时卡供小读者

使用。

目前，首图有少儿综合借阅

中心、明德少儿英文图书室、少儿

视听多媒体中心为小读者服务。

每个阅览室都是全方位的开放空

间，全馆少儿开架图书 12 万余册，

报刊 1000 余种，光盘 3.2 万余张。

在浩瀚的图书海洋里，小朋友们

单靠自己找到喜欢的书刊并不容

易。暑期一到，小读者们就拿着学

校的推荐书单找过来了。首图馆

员会提前准备好书目清单，快速准

确地为小读者们找到图书，并提供

详细的咨询与解答。有时候家长

来借书，面对一堆书无法选择时，

他们会征求馆员的意见，在馆员们

帮助下挑选出适合孩子阅读的书

籍。很多小读者和馆员因书结缘，

成为好朋友，图书馆也陪伴小读者

由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更健康

快乐、更睿智博学地成长。

人性化管理以及工作人员的

贴心服务，使小读者们备感温馨，

首图也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一

个环境温馨舒适、知识充盈丰富、

助力学习与成长的家。

阅读篇：“书香北京”在行动

首 图 提 供 少 儿 中 文 图 书 借

阅，少儿外文原版图书、港台版图

书、报 纸 杂 志 阅 览，少 儿 网 上 阅

览、原创动漫观看、多媒体资料借

阅、数据库检索等服务。为丰富

读者的阅读生活，培养少儿读者

的阅读兴趣，帮助家长进行科学

有效的家庭阅读，首图积极开展

丰富多彩的阅读指导活动。

今年暑期，首图首次尝试跨

行业合作模式，与北京蒲蒲兰绘

本馆、新浪育儿频道共同推出“绘

本与亲子关系”系列讲座，这也是

首图阳光少年暑期读书行动的亮

点之一。7 月的连续 4 个周六，先

后邀请到亲子阅读倡导者崔维燕、

育儿专家小巫、阅读推广人林静

和幼教老师白爱宝等，与家长面

对面，一起在绘本阅读中体悟新

的家庭教育理念。育儿专家们根

据孩子心理发展的特点，精心挑

选了主题绘本，针对幼儿家长在

育儿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通过

一本书、一个故事、一个育儿话题

的方式，在绘本阅读中分享改善

亲 子 沟 通 、增 进 亲 子 关 系 的 秘

诀。系列活动一经推出，即受到

家长的欢迎，很多家长一连 4 场带

着孩子来到讲座现场，感受新鲜

活泼的绘本教育。一位家长说：

“参加活动后才了解到童书不光

是 给 孩 子 看 的 ，也 是 给 家 长 读

的。家庭教育是教育的根本和基

础，图书馆给了我们很好的引导

和帮助。”

作 为 共 享 工 程 北 京 市 分 中

心，今年暑假期间，首图根据文化

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

心《关于开展少年网页设计培训

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少年网页设计竞赛活动”的通知》

要求，联合北京市各区县支中心

（区县图书馆）组织开展了以“四

好少年”为主题的青少网页设计

培 训 及 竞 赛 活 动 。 活 动 启 动 以

来，已收到各区县选送的优秀作

品 90 余个，内容涉及环保、世博、

亲情、校园生活、家乡情怀等多种

题 材 。 活 动 倡 导 正 确 的 网 络 理

念，引导青少年合理利用网络，调

动了他们学习和运用网络及计算

机知识的积极性和创作热情，为

他们提供了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

和文化活动。

首图还采取多种措施，让图

书流动起来，让更多小读者共享

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暑期，首图

与通州区纽带中英文图书馆建立

联系，为其提供首批 500 册少儿原

版英文图书，让当地的小朋友能

够在家门口欣赏到原汁原味的英

文图书。据悉，首图每 3 个月都会

为纽带图书馆更换一次新书，每

次 200 册，以便让那里的小读者接

受到更多、更新鲜的图书资源。

此外，作为北京市少儿科普

阅览中心，首图充分发挥中心馆

作用，积极参与、指导远郊区县少

儿 科 普 阅 览 分 中 心 的 建 设 。 目

前，北京市已建成昌平、密云、房

山、通州、平谷、怀柔、门头沟、延

庆 8 个少儿科普阅览分中心。据

了解，今年暑假期间，各分中心共

举办阅读活动 50 次，参与小读者

近 6000 人次，较好地满足了远郊

区县小读者就近阅读以及参与科

普活动的愿望。

活动篇：童心童趣话成长

“在活动中学习，在参与中提

高”是首图少儿阅读活动一贯秉

承的理念。图书馆的文化教育活

动已经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的有益补充。为了让孩子们快乐

地度过暑期，首图策划组织了成

长课堂、童心舞台、少儿英语嘉年

华、阅读发现故事会、红红姐姐讲

故事、童心影视窗及换书大会等

多个主题的阅读活动。

8 月 19 日，成长课堂讲座《童

心爱环保——低碳从我做起》如

期举行。主讲人通过生活小常识

教孩子们如何成为小小的“低碳

一族”。据了解，成长课堂自 2005

年开设以来，以讲座的形式，帮助

小朋友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指导正确的学习方法，解答

在 成 长 道 路 上 遇 到 的 问 题 和 困

惑。如今，成长课堂已成为首图的

品牌活动之一。今年暑假，成长课

堂还增加了培养文化修养、益智的

内容，如邀请青年竹笛演奏家孙

杰、北京国学院副院长诸天寅，分

别举办了《笛韵润童心》、《读国学，

做文明有礼北京人》专题讲座。

童心舞台是首图专为未成年

读者开创的文化服务品牌之一。

它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提供一个集艺术熏陶、读书成

果展演、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活动

平台。今年暑假，童心舞台以绿色

理念为主导，举办了“绿色废报纸

秀”。参与活动的小读者，8 人一

组，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发挥创意

和集体协作力量，利用废报纸及现

有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制作环保服

装，并加以展示、解说，让环保理念

走进青少年的日常生活。首图有

关工作人员介绍，童心舞台适合少

年儿童的心理特点，不仅提高了他

们的表达能力和艺术表现力，还促

进了他们文化知识的学习。

“眼光决定未来，阅读点亮童

年”，这是首图少儿借阅中心的醒

目标语。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

家为学龄前儿童开放的图书馆，

首图以丰富的馆藏资源为小读者

提供充足的借阅选择，以灵活多

样的阅读指导活动引导小读者发

现并阅读好书，让他们在阅读中

获取知识、开阔视野、明辨道理、

体验人生，图书馆真正成为社会

教育的大课堂。

眼眼光决光决定未来 阅读点亮童年
——首都图书馆2010年阳光少年暑期读书行动别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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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河南安阳“真假曹操

墓事件”又起波澜，一位河北籍学

者闫沛东惊曝曹操墓事件其实是

个“弥天大谎”，所有发掘文物都

系当地事先伪造埋入墓穴，并称

掌握了录音等一手证据。此事一

出，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将曹操

墓再次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姑且抛开曹操墓本身真假问

题不谈，中国假文物已经形成了

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却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内地

收藏热兴起，假文物制造在全国

“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假文物

源源不断地流入全国各大文物市

场。

文物造假形成产业化

“其实文物造假、高仿在中国

是自古有之的一个产业，但是不

可否认，从历史上来看，当今社会

是文物造假、高仿最为鼎盛的时

期。”北京东方大学传统文化学院

院长李彦君忧心忡忡地表示。

长期从事假文物产业研究的

李彦君发现，北京现在已经成为

了中国最大的假文物集散中心，

在北京程田古玩城、潘家园旧货

市场，如今就算行内人也都要小

心翼翼，一不小心就会被“栩栩如

生”的假文物骗过法眼。“我遇到

过太多的案例了，我的一个朋友

几十年间耗费近百万元收集了一

屋 子 藏 品 ，结 果 竟 然 没 几 件 真

品。”

实际上，在文物出土大省河

南，假文物和高仿文物已经悄然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有的甚至成

为了当地的重要经济支柱。目前

已形成了以洛阳孟津南石山村、

禹州神垕镇、南阳镇平县三地为

中心的文物仿造产业，而且各具

特色。唐三彩、古钧瓷、古玉都是

当地最为常见的仿造文物。

河南孟津南石山村陶瓷制造

历史悠久，有媒体记者在暗访时

了解到，一个村子就有几十家农

户在仿制各类“文物”。有的农家

院落密密麻麻散放着各种各样的

成品和半成品的仿制瓷器，而且媒

体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从古至今各

类瓷器竟然一应俱全，而且其“做

旧”手法多种多样，最后成型的仿

制文物惟妙惟肖，普通收藏者根本

无法辨别其真伪。而且，与相对低

水平的仿制相比，当地更是存在着

一批以高仿为主营业务的企

业，据了解，这些技术水平高

超的高仿艺人现在已经能完

全仿制出就连专家都无法分

辨的“文物”了。

“无论是高仿还是传统

意义上的仿制，我们都可以

把其统称为文物造假。”李彦

君说：“因为中国并没有专门

针对文物仿制的法律，这就

造成了你贩卖真文物要受到

法律制裁，而你仿制文物反

而合法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现

在 文 物 仿 制 产 业 迅 猛 发 展 的 原

因。”

有专家认为，这种集文物仿

制、运输、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

现在拥有超过 10 万从业者，每年

收入过百亿元，俨然成为收藏市

场新的吸金器。

假文物生产“遍地开花”

其实不仅仅是河南，全国各

地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物仿制

基地。李彦君列举了部分案例：

全国 90%的仿制红山玉产于辽宁

地区；仿制良渚玉大部分产于江

浙一带；仿制齐家文化玉器则主

要集中于甘肃；战国、汉代玉器则

是河南、安徽等地区最盛。

“现在文物仿造具有很明显

的区域特征，如果仔细分析就能

发现，文物出土当地就是文物仿

制 最 为 兴 盛 的 地 区。”李 彦 君 说

道，“ 部 分 是 因 为 传 统 工 艺 的 流

传，部分也是因为只有当地才能

够产出相应的文物原料，例如辽

宁锦州及岫岩满族自治县仿高古

玉很出名，因为当地稀有的玉石

资源就是高古玉本身的原料”。

正因如此，很多文物贩子专

门到这些地方以极低的价格收购

甚至是定制高仿文物，然后带到

大 城 市 的 文 物 市 场，以 假 乱 真。

李彦君解释，目前在北京文物市

场 上 有 几 个 类 别 的 仿 制 文 物 渠

道。一是由仿制文物的厂家直接

在北京设立销售点，这些销售点

往往直接标明自己出售的是仿制

文物；二是将这些仿制的文物出

售给北京的文物代销店；三是进

入拍卖公司，通过高价拍卖的方

式得到收藏和流传。“第二种形式

最为普遍，这种代销店也就是我

们 所 熟 悉 的 文 物 店 面 和 各 种 摊

位。”李彦君说。

文物鉴定专家关海森也对此

表示，这些仿制文物流向市场的

手法很多。有些人拿着东西在古

玩城、拍卖会以及集贸市场如地

摊儿或者周边，神神秘秘地拿着东

西找客人：“老板，我这有古董，你

要不要？”或者在市场的周边摆几

件东西，穿得破破烂烂，然后坐在

那里“钓鱼”；还有就是有顾客信息

泄露，他会打电话主动找上门。

“有时候我们甚至开玩笑说，

我们搞文物鉴定、修复的人应该

向造假者学习，造假的人是我们

的老师，文物修复包括博物馆修

复和商业修复，后者就是要求做

出的东西用肉眼看不出来，在这

方 面 文 物 仿 造 者 甚 至 比 我 们 专

业。”关海森笑着表示。

鉴定体系不完善

面对着日益庞大的假文物产

业链条，我们该如何应对？对此，

李彦君表示困难重重。“首先从国

家法律上来说，我们缺乏相应的

法律条文去保障文物购买者的利

益。”李彦君解释道，在成熟的国

外艺术品收藏市场，出售艺术品

的机构都提供严格的保真服务，一

旦你购买的艺术品被权威机构鉴

定为假，那购买者会得到全额赔

偿。“而在中国我们购买艺术品是

自己负责，买对了算我们走运，买

错了只能认倒霉。”李彦君表示。

在关海森看来，市场缺乏相应

的文物艺术品仲裁机构也是导致

假货泛滥的原因之一。一旦上当

受骗，没有仲裁机构处理纠纷，所

以往往依靠打官司之类的手段，耗

时耗力，更多的人选择自咽苦果。

但关海森同时认为，要想改变

文物造假这样一种整体环境，得从

鉴定技术上做文章。“鉴定技术可

行后，法律上才有裁定一件事物的

标准。法律知识在老百姓当中的

普及，是改变的根本。现在的造假

市场没有人管理，也缺乏相应的鉴

定技术。”

李彦君也认为，相应专家鉴

定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文物造假

形成“产业链”的原因之一。在他

看来，中国应该建立完善的鉴定

专家队伍体系。“ 为 什 么 文 物 造

假 到 了 如 此 堂 而 皇 之 的 地 步 ？

就 是 因 为 有 能 力 鉴 定 的 人 太 少

了。”李彦君表示，例如河南仿造

文物的企业可以仿制文物，但必

须在出售的时候标明仿制。很多

的时候一些充当中间环节的文物

商贩会故意将这些仿制文物当真

的出售，这个时候就需要专家出

来 鉴 定。“ 专 家 要 对 这 些 文 物 做

出权威的认定，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购买者利益。”

同时，李彦君表示，中国需要

完善专家队伍建设。“现在我们很

难界定专家这个概念，是个人都

敢说自己是专家，因此我们要严

格规划专家的等级界限，制定明

确的标准。”在李彦君看来，应该

实行文物专家分级制度，通过国

家统一的考试培养确定相应的文

物鉴定专家人才。

“只有专家体系完善了，我们

才能让文物购买者放心去购买，

也能从假文物流通的各个环节上

进行规范，再加上我们的执法队

伍严格执法，最终才能让文物仿

制 市 场 规 范 ，让 假 文 物 越 来 越

少。”李彦君表示。

本报讯 （记者鲁娜）画展开

幕不到20分钟，9 件参展作品已被

有成交意向的买家看中并贴上红

点……9月5日，“过桥米线——云

南年轻艺术家群展”在北京对话

空间展出，展览甫一开幕，来自云

南的 8 位年轻艺术家的 30 余件作

品受到了市场的追捧。

据悉，本次展览由当代艺术

家毛旭辉与对话空间负责人李颖

共同策展。毛旭辉介绍，这次展

览以“80 后”艺术家的作品为主，

其中仅有的 2 位“70 后”艺术家的

作品中，也明显带有上世纪 80 年

代的文化痕迹。

李颖表示，尽管艺术家群落

各有特色，但她还是在云南的年

轻艺术家身上发现了久违的纯

净。画廊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在该展览刚开始布展时，就已经

有买家看中部分作品并已完成交

易。画展开幕当天，有 21 件作品

成交。

香港苏富比秋拍预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蔡萌）9月5日

至 6 日，香港苏富比秋拍巡回预展

在京举行，共展出 3200 件拍品中

的 350 件，估价逾 7.9 亿港元，其中

包括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中国书

画、当代亚洲艺术、珠宝、翡翠首

饰与腕表等多个类别。

此前春拍市场上的火爆让秋

拍市场备感压力，而定于10月2日

至 8 日举行的香港苏富比秋拍，是

今年中国最早的秋拍之一，因此其

走向备受业界关注。据香港苏富

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秋拍预估

总值高达 16 亿港元，这显示了秋

拍业者想延续春拍行情的雄心。

展览现场，清乾隆御制珐琅彩

捶瓶、清乾隆交龙钮白玉玺等估价

过千万元拍品成为全场焦点，张大

千的《秋水春云图》、傅抱石的《罢

阮图》等中国书画珍品亦备受瞩

目。此外，梵克雅 6.43 克拉鲜彩

粉红钻镶钻指环、伯爵华丽白金

镶钻石手动炼带腕表等拍品也吸

引了不少藏家前去咨询。

450余件东南亚回流文物成功竞拍

本报讯 作为“2010 昆明泛

亚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博览会”

的重头戏，“云南典藏 2010 东南亚

回流文物艺术品专场拍卖会”日

前吸引了大批文物爱好者和收藏

家慕名前来，其中 450 余件东南亚

回流文物成功被国内买家拍得。

参与拍卖的近 600 件东南亚

回流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器、

牙雕和佛像等种类。云南省文物

总店业务部负责人介绍，那些具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艺术品因做

工精良、艺术气息浓厚而受到众

多买家的热捧，此次专场拍卖会

成交拍品达到了 75%，成交金额

近 200 万元人民币。

业内人士表示，现阶段，海外

文物回流主要通过政府行为和民

间行为两种方式进行，即政府通

过国际组织按法定程序追索或海

外华裔出于 爱 国 热 情 和 民 族 情

结自发馈赠。这些海外回流文

物绝大部分来自我国港澳台以

及东南亚、日本和欧美等地，其

中以东南亚和日本等地回流的

数量居多。 （文 欣）

滇年轻艺术家作品北京受追捧

梅子的世界 6（油画） 管赛梅

唐三彩是文物市场非常常见的仿造文物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