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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在辽南民
间藏品交流会上，很多
收藏爱好者向笔者询问
了类似的问题：“古玩不
就是文物嘛，文物怎么
能公开有偿流通呢？国
家法律不是禁止买卖文
物吗？”有几位收藏爱好
者甚至把条子递到了主
持人那里。可见在收藏
爱好者队伍当中，很多
人对文物、古玩、古
董、艺术品之间的区
别，在认识上还不到
位，笔者觉得很有必要
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相关
知识。

先说文物。《现代汉
语词典》中对“文物”的
解释是：“历史遗留下来
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
值的东西，如建筑、碑
刻、工具、武器、生活器
皿和各种艺术品。”《辞
海》中对“文物”的解释
是：“遗存在社会上或埋
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
物，一般包括：（1）与重
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
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
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
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2）具有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群、古建筑、石窟寺、石
刻等；（3）各时代有价值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的古旧图书资料；（5）反映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
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典籍中就出现了
“文物”二字，不过，它最初指的是礼乐、典章制度
的统称。唐宋时期，“文物”才由礼乐、制度转变为
实物，特指前代的历史遗物。所以，唐宋时期提出
的“文物”概念，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物”概念，在
含义上基本贴近了。

再说古玩。先于“古玩”出现的是“骨董”一词。
何谓“骨董”？指的是人们珍视的古代器物，是先人
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和珍奇物品，上面沉积着无
数的历史、文化、社会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任何一
件其他的器物所无法取代的。“骨董”一词最早出
现于宋代，这个“骨”字，取“肉腐而骨存”之意——
肉腐烂了，骨头留存下来，有保存历史精华之意。
因为所有的“骨董”都是古代留下来的，所以后来
写作“古董”；又由于古董可作为一种玩物，所以后
来又称之为“古玩”——古代留下来的可以赏玩的
珍贵物品。从上述介绍可知：“骨董”“古董”“古玩”
三者称谓，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只是时代不同，
叫法不同而已。

文物作为具体的物质遗存，它有两个基本特
征：一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二
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有价值
的物质遗存。文物分类比较复杂，既可分为“不可
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两大类，也可分为“公
有文物”（国有文物）和“私有文物”。不可移动文
物，一般指古迹，包括遗址、古墓群、古建筑、石窟、
寺庙、大型石刻、大型壁画、历史遗迹、代表性建筑
等等。可移动文物一般指馆藏文物，如艺术品、工
艺美术品、手稿、图书资料、各种实物、化石等等。

最后说说文物与古玩的区别。文物是一个大
概念，它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文物既可以是古代
的，也可以是现当代的，只要符合文物的两个明显
特征，就可以视作“文物”；而“古玩”则仅指古代的
珍贵物品，现代、当代的物品，无论多么珍贵，也不
能称之为“古玩”或“古董”。这在时间跨度上有明
确的界线。因此，可见“文物”的范围远远大于“古
玩”的范围。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文物是不
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水
域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是不
允许民间有偿转让流通的，更不允许拍卖，否则便
是违法。对于部分私有文物，国家也是禁止民间流
通的。但近年来，国家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对于
非国宝级的民间文物，鼓励“藏宝于民”，特许民间
依法流通，这既是为了推动收藏事业的发展，也是
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民间文物，激活文物的社会价
值。而古玩则可以进行民间流通。文物，人们侧重
于它的文化保护价值（包括学术价值、考古价值）；
而古玩，人们则侧重于它的收藏价值（包括增值价
值、艺术鉴赏价值）。目前国内收藏市场上流通的
各种古玩和艺术品，特指民间收藏的、不在国家禁
止买卖之列的那部分文物。换言之，但凡在国内民
间收藏市场依法转让和流通的文物，肯定是非国
宝级的私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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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测评还是赚流量

第三方测评背后的虚与实
●全媒体记者 梁梦婷

线上测评 热度飙升

打开社交平台，位于推荐栏前列
的第三方测评视频内容涉及家电、美
妆、服装、美食、酒店等领域，几乎涵盖
了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视频风格大
多轻快幽默，鲜活全面地展示了产品
的质量情况和使用体验。

浏览主页可以发现，这些头部测
评博主的粉丝数量大多在几十万到数
百万，一条测评视频的点赞量、评论数
和收藏量均可过万，还有许多来自天
南地北的网友在评论区分享自己对产
品的看法。

对于层出不穷的测评视频，有网
友表示，相较于滤镜堆叠的宣传广告，
这些“真消费、真使用”的博主专业性
更强，通过他们的对比试验、检测分
析，有利于打破消费环节中商家与消
费者信息不对称的壁垒，沉浸式的测
评内容，还能让消费者在尚未购入产
品时就获得更加直观的体验。

测评视频越发火热，但问题也随
之而来。

各大测评博主推荐的产品种类繁
多，这些究竟靠谱吗？家住三元区的吴
女士深有体会。

不久前，吴女士在某短视频平台
刷到了一条美妆测评视频。在时长约
三分钟的视频里，博主分别测评了五
款不同品牌的粉底液，其中一款号称
含养肤成分、可持妆8小时的产品引起
了她的兴趣，当即下单购买，可使用后
的实际效果却让她直呼上当。

“这款粉底液不仅没有长久持妆
的效果，用了两次以后脸上还起了红
疹，实际功效和视频里宣传的完全是
两回事！”回忆起这段消费经历，吴女
士至今仍气愤不已。

生活中，和吴女士有相同遭遇的
消费者不在少数。究其原因，部分博主
专业测评水平不足，无法为消费者提
供准确客观的产品信息，是造成消费

者被误导的主要因素。

踩一捧一 暗藏玄机

何为“第三方测评”？通常是指未
取得国家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及CNAS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
的组织或者个人，通过自身测评或引
用对比专业检测结果、分析调研数据、
表达主观使用感受等方式，对商品的
质量、功能、设计、成分、服务、性价比
等方面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并将结
果通过自媒体以图文、视频或直播的
形式发布，为消费者提供购买参考。

眼下，内容有趣、干货满满，是多
数消费者选择观看测评视频的主要原
因。但网络测评质量的参差不齐，也将
第三方测评变味、跑偏的乱象推到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

记者随机点开一位拥有百万粉丝
的测评博主视频，一条关于网红零食
测评的视频标题中带着“无广纯分享”
字眼，然而细看实际内容却并非如此。
视频中，博主一共试吃了十款零食，对
于零食品质的评价是好坏参半，测评
形式从口味分享到成分分析，看似严
谨客观，实则暗藏玄机。

视频中，博主推荐的五款零食，其
中有三款可以直接在该博主的主页商
店里购买，且销量大多破万。产品品质
是否真如博主测评一般？评论区有网
友反馈：“说是活动优惠价，但实际下
单价格比其他平台还贵，一点都不划
算！”“博主推荐时说是纯天然、零添
加，但配料表里分明就有好几款食品
含有添加剂。”……诸如此类的质疑声
音，夹杂在成批的默认好评中。

此前，中消协对12大平台7类350
家第三方测评监督显示，93.1%的第三
方测评涉嫌测评标准有问题，其中多
为缺乏测评标准的主观性测评，还有
55.7%的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商测一
体”“以商养测”的情况。显然，第三方
测评规模的快速扩张，让许多商家形

成了全新的线上带货模式。

擦亮双眼 谨慎辨别

博主对两款手机进行横向测评
时，仅通过口述方式展示产品外观
和性能，在测评性能时使用简单操
作并用文字表述，未用辅助仪器或
软件进行测试或数据对比，涉嫌自
立测评标准；

博主在视频作品中对两款护肤产
品进行夸大宣传，视频中提到“用一次
就能瞬间提亮”以及“效果最快、最猛”
等绝对性词语，涉嫌虚假测评；

打假博主在测评料理机、地板清
洁液、语音声控灯三款产品时，对测试
结果表现较好的商品设置电商平台跳
转链接，诱导消费者购买，涉嫌商业性
广告……

近年来，由于缺乏科学统一的测
评标准，因第三方测评导致的消费纠
纷屡见不鲜。如何让第三方测评的受
众看得安心、买得放心？

去年5月，《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通过知识介
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
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
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
告”。今年3月，江苏省消保委发布《第三
方测评工作指南》团体标准，进一步引
导测评博主当好“裁判员”。可以看出，
为了让第三方测评有章可循，各级有关
部门已开始行动。不过记者从市市场监
督局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我市尚未
接到省里针对第三方测评内容监管的
相关规定通知。

就消费者本身而言，还需要提高
警惕，理性看待第三方测评，在购物前
多做功课了解真实情况，综合对比多
方测评信息，以获得更加全面客观的
测评结果。同时，注意查看其他消费者
的真实反馈，留意测评博主与品牌方
之间是否存在商业合作关系，避免盲
目跟风。

新出的数码产品性
价比如何，是否值得入
手？想买的口红色号适
合什么肤色，到底该不
该尝试？……如今，不
少人迷上了测评视频，
不仅习惯下单前先搜索
观看测评视频，连日常
生活中也爱看着这类视
频“下饭”。

中消协发布的一项
调查数据显示，近八成
消费者会在购物前观看
第三方测评作品。持续
增长的市场需求，也让
各大网络平台诞生了一
批看似专业的测评博
主，他们的测评方法和
标准五花八门，测评结
果各不相同，一些低质
内容在无形中扰乱了消
费者的购物选择。

市区一周
主要食品价格动态

据10月14日价格监测，与上周（10
月7日，下同）相比，市区31种主副食品
集超均价（下同）10跌13涨8平。其中：

粮油价格运行平稳。每500克粳米
2.67元，5升桶装压榨花生油123.23元，
分别下降 5.7%、1.0%；每 500 克标准粉
2.65元，5升桶装大豆调和油69.54元，分
别上涨5.2%、1.8%；每500克晚籼米2.39
元，富强粉2.77元，价格持平。

猪肉价格小幅调整。每500克瘦肉
17.94 元，下降 5.2%；每 500 克肋条肉
14.46元，上涨1.0%。

禽蛋价格稳中略降。每500克鸡蛋
6.17 元，下降 0.6%；每 500 克鸭蛋 8.45
元，价格持平。

蔬菜价格涨多跌少。受蔬菜换季等
影响，产能下降，部分蔬菜价格出现不同
程度的上涨。每日监测的 10 个品种蔬
菜价格 4 跌 6 涨，平均上涨 0.75%，均价
为4.03元。 （李丰涛）

商品名称

粳米

标准粉

花生油

大豆调和油

猪精瘦肉

鸡肉

鸡蛋

牛肉

羊肉

虾

草鱼

大白菜

黄瓜

油菜

西红柿

花菜

圆白菜

上海青

土豆

胡萝卜

空心菜

苹果

商品规格

标一

标准一等

一级桶装5升

一级桶装5升

鲜精瘦肉

白条鸡

新鲜完整

新鲜

新鲜

活体长10cm左右

鲜条重750克左右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中等

计量单位

元/500克

元/500克

元/桶

元/桶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10月14日

2.67

2.65

123.23

69.54

17.94

14.9

6.17

41.34

37.48

31.9

9.3

2.99

2.79

4.35

7.45

7.15

2.59

3.53

2.22

2.83

4.37

6.47

10月7日

2.83

2.52

124.48

68.34

18.92

15.15

6.21

39.92

35.45

34.28

9.1

2.67

3.11

3.87

6.95

7.12

3.26

4.13

1.93

3.09

3.86

6.39

涨跌幅度%

-5.7%

5.2%

-1.0%

1.8%

-5.2%

-1.7%

-0.6%

3.6%

5.7%

-6.9%

2.2%

12.0%

-10.3%

12.4%

7.2%

0.4%

-20.6%

-14.5%

15.0%

-8.4%

13.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