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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拍卖是什么？
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和定义它。
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拍卖也会有不同的解释。
例如，1979年我国的权威工具书《辞海》给出拍卖的定义是：“拍卖，亦称‘竞买’，资本主义商业
中的一种买卖方法”。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后1989年《辞海》修订再版时，上述定义就改成了：“拍卖，亦称‘竞买’⋯⋯是
商业中的一种买卖形式”。
我国199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对拍卖的定义是：“拍卖是以公开竞价的方式
，将特定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
从这种定义上的细微变化可以看出拍卖是一种买卖方式，但它与市场经济总是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上
述定义的演变中我国拍卖业历史发展的轨迹也依稀可辨。
本书尝试着从拍卖在世界上以及在中国的起源谈起，沿着拍卖进入到北京一百多年的历史脉络，重点
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京城拍卖业此起彼伏、形形色色、蓬勃兴旺的景象。
一、最早的拍卖品是新娘应该说，拍卖是个“舶来品”，拍卖最早出现在西方。
据史料记载，拍卖的出现已经有了三千年的历史。
拍卖行的出现始于古罗马，形成规模于17世纪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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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
记录的方式很多，党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
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
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力求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使
老百姓愿意读、喜欢读。
这个努力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就需要请读者来做出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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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涛，理学硕士，留英学者，国家注册拍卖师，现任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律咨询与理论研究委员会委
员，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哲诚拍卖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
经理。

    曾在国内各类报刊上发表过拍卖市场分析、拍卖策划、拍卖理论文章数百篇。
曾参与编写《拍卖师论谈集》1～2集、《中国收藏20年》、《中国收藏年鉴》、《中国拍卖20年》以
及国家拍卖师资格考试教材《拍卖通论》和《拍卖经济学基础》，主编了《拍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拍卖策划书精选》等，著有《拍卖师主持理论与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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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拍卖在北京的百年变迁一、清末、民国时期的北京拍卖光绪末年，北京出现了最早的拍
卖行，是在崇文门内大街路东的“鲁麟洋行”，经理是德国人。
后来德国人回国，洋行卖给了中国两兄弟。
据李大鹏先生在《北京前世今生》中介绍，当时东交民巷附近外侨比较集中，常将回国前不愿带走的
衣物、家具、摆设之类送到“鲁麟洋行”出售。
“鲁麟洋行”不愿占用过多资金收购，就采取择日当众拍卖的做法。
洋行选一个口齿伶俐、手疾眼快的伙计当拍卖师，站在桌子上，一手持木槌，一手持木板，先用三言
两语把这件物品作一介绍，围观的买主随口喊价，竞相抬高，抬到一定程度，没人再多出的时候，站
在桌上的拍卖师，用木槌敲响木板，算是“拍板”成交。
买主当场交款，卖主结账领钱，拍卖行按比例抽得佣金。
买卖双方心明眼亮，拍卖行只起着中间人的作用，所以生意比较兴隆。
自此，京城许多人群起仿效，先后在西单牌楼、东安门大街、王府大街等处出。
现了中国人开设的“公易”、“福和”、“恒茂”等多家拍卖行。
法国人平德曾于19世纪末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平德拍卖洋行”，专门主持王公大臣、高官显宦家藏的
珍奇文物、古董字画的拍卖。
其操作办法是：拍卖会前三天，由拍卖行在卖主家中划出一块地方，将全部拍卖物品对外公开展示。
与此同时，拍卖行在京城各种报纸上和街巷中大肆刊登、张挂关于拍卖的广告、招贴和传单，吸引买
主前往看货。
拍卖举行时，平德亲任主拍，将一件件拍品过手成交。
通常，这家拍卖行都要向卖主提取约20％的拍卖佣金。
当时拍卖行的经营方式一般可分为三种：一是当场拍卖，几次卖不出去的由卖方取走；二是兼带委托
寄售，这需要有较大的铺面陈列：三是以低价收购后自卖。
因为怕拍卖品中混进来路不明的赃物，因此经营寄售物品营业牌照须先经过警察局批准。
北洋军阀时代，政权更迭频繁，一些达官显宦下台后离京外走，临行前要将家具陈设，甚至古董书画
出手。
遇到这种机会，拍卖行常下户就地拍卖。
有些古玩店趁机去买几件“俏货”，叫做“装行的”，也确实能捡到便宜。
像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撤走，日伪官方将中南海内宋哲元所有的东西大拍卖，就有不少人买了便宜
货。
投机的拍卖行见到“下户拍卖”有吸引力，就借用某些破落世家的府第，以拍卖“祖传”、“御赐”
的珍贵文物和家藏的皮货细软为幌子，事先和这家主人谈好分成办法，然后到“挂货屋子”搜寻些假
古董、字画之类，搭配上自己滞销的“卧货”，到时候再找一些同行装成阔绰买主在拍卖现场抬价。
北京的行里人管这种人叫做“搭架子”或“架秧子”的。
他们把价钱抬到接近“底价”，便不再多添，净等局外人的“秧子”递价，上面的拍卖师立刻“拍板
”。
北京另一家比较早的拍卖行是外国人开的“马凯拍卖行”，地点在崇文门内大街路东，现在的同仁医
院对面。
由于它迎门面对东交民巷老北京的使馆区，所以当时的各国驻华使馆、兵营以及在北京经商的外国人
成了拍卖行的客户。
拍卖的物品主要是外国人从海外带来的东西以及外国人家里淘汰的生活用品。
此外，也有老北京跑街的、“打鼓儿的”（收旧货的）在城内大户人家“大宅门”里收上来的传统国
货，也有典当行的死当物。
拍卖行的执槌者是俄国人米兹金，他是个看上去比较随和的老外。
1942年，在东单米市大街开挂货铺经营地毯的朱家宝与米兹金合伙，开了一家“福和拍卖行”，仍由
米兹金执槌，另聘一位叫祝德康的当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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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拍卖行开始以拍国货为主了。
2002年夏天，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先生曾随朱家宝的女儿朱燕鸾来到崇内大街探寻老拍卖行的踪迹。
据朱燕鸾回忆，“福和拍卖行”的门脸儿在崇内大街98号到100号中间的夹道，旁边是一座三层高的欧
式灰楼。
老拍卖行的拍卖场和货场是一排高大的灰瓦房，现在这些房子早已成为民居。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原来的格局已面目全非。
朱燕鸾的父亲和米兹金合开“福和拍卖行”时，她还只是十多岁的中学生，而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太
太了。
她的祖籍是江苏扬州，祖父是个古玩商，父亲是做地毯生意的。
由于跟外国商人接触多了，了解了拍卖行的门道，所以才和米兹金合伙开拍卖行。
不过，时值抗战时期，拍卖行的生意并不好做，一年以后，朱家宝便将股份让给米兹金。
从此，“福和拍卖行”便由米兹金独立经营。
1945年，日本投降后，设在东交民巷美国兵营的人数增多，米兹金将濒临倒闭的拍卖行改成“飞利福
斯西餐厅”，内设舞厅，成为美国兵的娱乐场所。
1949年北京解放后，米兹金带着家眷回到苏联，西餐厅也改为了商行。
据朱燕鸾介绍，解放前北京有五六家拍卖行，主要集中在东城和西城。
她的姑父高兆庸曾在苏州胡同l25号德商开办的“鲁麟洋行”当过经理，这家洋行在1945年前后改称“
鲁麟拍卖行”。
据朱燕鸾回忆，早年这个大院的院门为中式格局。
朱漆大门，旁边有一对石狮，院内有一座欧式洋楼，后边有个大花园，置有假山和亭榭。
洋楼为德商和她姑父办公及住宿用，院内有多间平房为货场和拍卖场。
当时的拍卖会经常不定期举办。
开拍前先在电台和报纸做广告，然后将拍品陈列于货场，编上号，任人参观挑选。
拍卖时，拍卖师站在高台上，身前放一方桌，手持木槌唱拍，形式跟现在的拍卖行没有大的差别。
“鲁麟拍卖行”到北京解放前夕便关张了。
这座老宅后来成为《北京日报》社的产业，建国后成了《北京日报》社的一个办公场所。
以后，老宅成了报社的宿舍。
时过境迁，如今的老宅已成乱无章法的大杂院，原有的格局早已不复存在，花园亭榭只能从记忆中寻
觅了。
只有六十多年前种下的老槐树依然以它粗壮的枝干和浓荫，印证着老宅的变迁。
民国时期，在西长安街路北双塔寺西侧有个“公易拍卖行”，原经理叫张金水，河北雄县人，他原本
是跑街买卖旧货的。
后来“公易”被京城有名的玩家、平易银号的魏子丹盘了过去。
魏子丹聘请张德甫和梅雨田为正副经理，并请了几位古玩商当顾问。
“公易拍卖行”最露脸的一次拍卖是在1925年。
冯玉祥把溥仪驱出皇宫后，该行拍卖过宫中的一些不易长期保存的物资。
当时紫禁城改为故宫博物院，主要展出历史文物，但御膳房、缎库、太医院所存的山珍海味和各种调
料以及绸、缎、绫、锦、各种中药材等物品都无法长期保存，只好在神武门外设立售品所，公开向社
会出售。
“公易拍卖行”抓住这个机会，与故宫售品所协商，将一些物品如绸、缎、绫、锦等，由“公易拍卖
行”拍卖。
此举不但让“公易”获了大利，也使其扬了名。
从这以后，每当清朝王公大臣的后代将府邸出卖后，家里的家具什物都来找“公易拍卖行”代为拍卖
。
如洵贝勒府的后人将府邸卖给原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公易拍卖行”将府内的家具什物拍卖了十多
天。
山东军阀张宗昌被韩复榘枪杀后，他在西四北石老娘胡同宅子里的所有家具及他自己府内的物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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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易”拍卖的。
“公易拍卖行”还接受“地方法院”委托，代“法院”执行拍卖债务人的动产和不动产。
企业资不抵债，向“法院”申请破产，“公易拍卖行”也拍卖债务人的破产财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全面接收位于北京的敌伪物资产业，并成立了“清查接收处
理敌伪物资团”，对大批敌伪资产进行拍卖处理，以便充裕国库。
据统计，当时拍卖的敌伪资产总值为5万亿元。
遣返回国的日本侨民将“大袍”（和服）、棉被、家具、收音机、留声机等贱价甩卖。
日伪统治机构多年搜剐囤积的战略物资如军毯、皮靴等也被国民党接收大员拿到北京的拍卖行抛售。
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官员腐败行为相当严重，各级机构对敌伪资产拍卖频做手脚，进行了形形色色的掠
夺和贪污。
在拍卖期间，以贬价、贬质、贬量，以及串通得标等舞弊方法，对拍卖物品实行变相窃取的现象比比
皆是。
海关是当时负责主持拍卖各种敌伪资产的经手者之一，但在拍卖中丑态百出。
利用拍卖机会中饱私囊，堪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大发明，这给旧北京拍卖业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
二、新中国成立后拍卖行逐渐消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前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
，商品经济被视为“旧社会的遗物”遭到限制和排斥，拍卖市场也逐渐消亡。
国家按前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物资计划分配，产品统购包销，商品交易严格限制价格。
这样，带有较强商品经济特色的拍卖行业就没有了生存的条件。
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拍卖制度被视为了资本主义事物而遭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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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拍卖史话》：拍卖已有三千年历史，随西方列强进入了中国，北京拍卖业的百年变迁，改
革开放，北京的拍卖业蓬勃发展，形形色色的拍品及其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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