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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古玩旧

货市场内“检漏”是文物行业内的
“传说”，市场商户夹带文物经营的

情况较为普遍，记者获悉，3月 1日
起正式实施的《上海市民间收藏文

物经营管理办法》中将此类文物经
营活动纳入了监管范围，这也是全国

第一部关于繁荣和规范文物市场的

省级政府规章。从周一到周五，每天
都有机构可以进行免费文物鉴定。

上海作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
心和东西文化的交汇地，一直以来

都是民间收藏文物交易的重镇。据
初步统计，目前上海有文物商店 53

家、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 70

家；涉及文物经营的古玩旧货市场

11个，场内经营户 1103家；涉及旧

物、古玩（文玩）经营的互联网网站

317个。我国民间文物交易历史悠
久，由于文物的特殊性，实践中不可

能有纯粹进行文物交易的市场，大
多混杂在古玩交易、工艺品交易中，

出现在古玩市场、旧货市场、花鸟市
场甚至茶叶市场中。

2012年，国家文物局等四部门

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文物行政部门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确定的文物商店

审批条件和程序，对古玩旧货市场
中经营文物的商户进行审批。但由

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文物商店审
批条件很高，包括 200万元以上注

册资本、5名以上中级以上文博专业
技术人员等，古玩旧货市场内的商

户很难达到。

针对这一情况，新实施的《办

法》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包括：古玩
旧货市场在申请许可时一并提交商

户基本信息、在市场显著位置公示
从事文物购销经营活动的商户基本

信息、明确市场主办单位管理责任
等，形成政府管市场、市场管商户的

监管模式。

上海虽不是中国地下埋藏文物
大省，却是我国重要的文物交易中

心之一。随着民间文物收藏不断升
温，文物价格持续攀升，文物流通领

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乱象”：一些
不法分子通过虚假鉴定、虚构拍卖

等方式，骗取高额费用；还有一些人
为了牟取暴利，大肆造假售假，致使

赝品泛滥，严重阻碍文物艺术品市
场的健康发展。

《办法》明确，行政管理部门开
展文物经营执法活动中，需要对涉

案文物进行鉴定的，也可以委托国
家文物局认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

定。此举是构建“多层次文物鉴定服
务体系”的又一次重要创新实践。

“检漏”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3月 1日起上海古玩旧货市场可进行免费文物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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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上海戏剧学院开始了 2020 年本科招生。在刚刚过去的为
期一周的报名时间里，全国共有 47220 人次报名上戏，人数创下历史
新高，而上戏的计划招生额只有 539 名，招录比接近 100：1。此外，今
年上戏不仅对部分专业提高了文化课成绩要求，还提高了专业课考试
的要求。“百里挑一”艺考未必是艺术人生的开始或者终结，年轻人只
要坚持梦想百炼成钢，走向艺术殿堂只是同途异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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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古董商也来上海摆摊头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上戏招生资料照均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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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 百里挑一
昨天下午，上海戏剧学院正式对外

发布 2020年本科招生艺考办法，同时

也宣布了考生报名情况：表演专业、播
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报名火爆依旧，招录

比超过 1000：4。表演（戏剧影视方向）计
划招生 40人，除去上海春招的 5个名

额，秋季高考仅招录 35人，报名人数却

达到了 8881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计划招录 24人，除去内蒙古委培生 4

人外，实际招录 20人，报名人数达到了
6746人。此外，舞台美术系中包含的舞

台设计、灯光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方
向的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绘画专

业也是报考上戏的“热门”，招录比都超
过了 100：1。

“每年以一本分数线以上的成绩考
入上戏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去年占比

已经达到了 10%。”上戏院长黄昌勇说，
“对高考成绩要求越来越高”将会成为

未来艺考的一个重要趋势，“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们招收了很多成绩够格上
北大、清华的学生；但后来，艺考逐渐被

当做是低分考上本科的捷径。我们要培
养高素质的文艺领域人才，高考文化分

数不能低要求。”今年，上戏部分专业提
高文化课成绩要求，其中戏文系语文单

科不低于 105分，广播电视编导语文不

低于 100分，播音主持语文不低于 95

分，影视摄影与制作语文或数学不低于

95分，以前都是 90分的单科要求。
在提高文化课分数线的同时，上戏

也提高了专业考试的难度。譬如素描科
目考试时长从原来的 180分钟增至 360

分钟，色彩画科目从原来的 180分钟增
至 300分钟，充分考查考生的绘画功

底。由于考试时间较长，学校也统一为
绘画专业的考生提供木质画架、画板。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上戏进一步严格要
求考生素颜参加考试，对于化妆的考生

将要求其卸妆。

梦想 不负韶华
其实，人数越来越多，分数越

来越高⋯⋯这些都反映了市场对

于文艺作品的喜爱。究竟是该追
随市场的选择, 还是艺术的理想？

这样的选择题，很难。

从就业市场上看，除了表演、
主持台前的工作如火如荼，上戏

舞美系近年来成为“热门专业”中
的一支新秀。“两年前每年 2000

多人报考，去年一下子变成 4000

多人，今年破 5000人。”舞美系党

支部书记胡佐介绍，近年来戏剧

影视行业蓬勃发展，舞美艺术人
才紧缺，而上戏舞美系又素来有

“舞美上戏现象”的美誉，因此报
考人数逐年攀升。今年国庆 70周

年典礼的视觉总导演、G20峰会的

灯光总设计师等均毕业于上戏舞
美系。“新媒体设计、空间设计、室

内艺术、剧场设计，都要用到舞
美。”胡佐说，上戏舞美系的毕业生

具有导演思维，甚至还会构思剧本
文本，在就业市场上颇受欢迎。

现实有时候就是很骨感。上

戏下设戏曲学院京剧表演和戏曲
音乐专业则始终保持着过去几年

一两百人的报名人数，相较于其
他专业几百人里录取一人的激烈

度，多少显得冷清。“前几年，木偶
专业报名人数激增，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有些表演系考不上的学

生，把木偶专业作‘备份’。今年，
我们杜绝了这种做法，我们只收

木偶特长生。”上戏戏曲学院院长
李佩红说，上戏戏曲学院也是全
国有名的学院，它的京剧表演、木

偶表演、戏曲音乐表演专业在全
国名列前茅，也培养了众多“名

角”。但在今年的报考中，考生们

对中国传统戏曲类专业并不“感

冒”。李佩红说，对中华传统艺术的
弘扬，未来主要靠青年一代，如果
在本科阶段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找

到“好苗子”，未来中华传统走上国

际舞台任重道远。
年轻的梦想又岂是一场艺考

能左右的，考上的也有可能半途而
废，唯有坚持到底方能百炼成钢。

无论艺考成功与否，只争朝夕不负

韶华，方得始终。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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