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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拦你不让你买的都是坏人”
老人沉迷直播间收藏品消费

在广东湛江工作的王梅，因为舅舅
沉迷在收藏品直播间消费，专门建了一
个维权群，目前群里已有86人。

“怎么让父母意识到被骗了，是最
令那些群里子女头疼的问题。”王梅
说，每个群友背后都至少有一位在收
藏品直播间疯狂下单的老年人。但包
括她舅舅在内，目前只有不到5个人算
是完全“出坑了”。更多的是坚决不认
为自己被骗了，不仅做着发财梦，而且
听信主播说的“阻拦你不让你买的都
是坏人”，因此和家人发生了不少冲
突。

山西太原的王军近来头疼不已，他
刚知道自两年前起，父亲就开始在短视
频平台上看各种收藏品直播。

“主播推销一套99元的邮票，说到
时候600万元上门回收，我爸就信了，
立刻下单。这种东西买了一屋子。”王
军说，他父亲关注了三四百个做这种直
播的账号，两年多来，他把自己开洗车
门市挣的钱、养老金全用来买藏品，花
完后又开始四处借钱。

“我们兄妹几个劝过无数次，没有
一点用。有一次给他手机开了个青少
年模式，这种视频刷不到了。结果我爸
就急了，大闹一场。我们没办法，只能
又给他把模式调回来。”王军一家人已
经不知道该怎么让老父亲收手，同时还
有另一层担心：看这类直播等人上门回
收俨然已成了父亲的精神支柱，如果让
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能承受得住
吗？

直播间一夜进账几十万元
高价回收诱导老人下血本

“家人们，十年来这件藏品巡展到
哪，张某谋导演就跟到哪里。再看这
件，几任某宫某故博物院院长连续数年
登门求取，想放在展馆C位，我们一直
没答应。”

上述吹捧发生在某瓷器文玩直播
间。主播多次暗示藏品价值高昂、有许
多名人权贵求取不得，现在因为情义分
享给家人们，不能做到保密的就不要
拍。随后，“保密”“格局”“情义”等弹幕
滚动刷屏。

主播嘴里“最后一件”的大师遗作
以标价2380元的闪购链接出现，页面
显示该花瓶共有16件，数秒内售罄下
架。记者蹲守当晚，这个平均在线观看
人数仅140多的直播间卖了10万—25
万元。

老人们深信不疑，是因为主播编织
了一个完全虚假却又自洽的世界。

促使直播间观众下单的核心逻辑
在于捡漏。主播的话术包括且不限于
被境外势力追杀、家族帮派内斗、重建
博物馆没有地方存放藏品等，因此需要
家人们暂时守护这些珍贵的珠宝古董。

主播们给出的承诺则围绕钱和权
展开。比如高价回收、参与某某家族举
办的拍卖会、放进博物馆收租金、用古
董换取位于北京的医疗教育就业资源
及VIP服务等。

为连续诈骗，有些主播甚至还会雇
人上演“藏品回收”的戏码以安抚人心。

此外，为规避平台监管和后期维
权，直播间通常会在左上角注明“虚构

剧情”“剧情演绎”等字眼试图免责。
但从采访情况来看，这样的标记完

全不足以动摇观众对主播的信赖，甚至
有受访家属反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
样的“小提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
实是，有不少沉迷此类直播间的中老年
人眼神不好，看不清字甚至可能不认字。

多个矩阵账号死而复生
形成直播卖假文玩产业链

有接近此类直播间的知情人士透
露，其所在的中原某县城，售卖假文玩
字画的直播间已经形成产业链，在当地
发展多年。

他们通常是五六人的小团队，在比
较偏僻的地方租一间民房办公。核心
团队成员主要负责对接货品供应链、直
播支持、话术培训、账号运营和招募主
播等，一个团队可以有很多主播，而主
播通常只找当地人。

主播们的粉丝基本维持在数百到
几千之间，因为怕粉丝太多影响大了被
封号。但即便是两三百人的直播间，两
小时直播也能净赚5万—6万元。

受害者子女是目前维权和投诉的
主力。据了解，多数受害者子女都尝试
过向平台举报申诉、反馈给相关监管部
门或者报警，但总体进展缓慢。

有短视频平台方回应记者称，对有
违规行为的商家和达人，平台会依据违规
情况采取下架商品、清退、禁止直播发视
频、封禁账号等措施。知情人士补充称，
其中的难点在于这些号会死而复生，平
台治理是一个反复而漫长的过程。

行业鉴赏门槛较高
珠宝文玩不可能捡漏

珠宝文玩直播的确是门大生意。
《2023 年中国珠宝行业发展报告》显
示，2023年我国珠宝玉石首饰产业市
场规模约为 8200 亿元，同比增长
14％。而直播形式可以最大程度展示
珠宝文玩产品的成色形状、更及时地为
买家答疑，因此其交易线上化的程度较
高。

飞瓜数据显示，过去不久的2024
抖音618好物节，排名前十的直播带货
达人中有四席都是以售卖珠宝文玩为
主的直播间。

不言珠宝创始人何不言表示，对于
真心想挑选珠宝文玩的人而言，这一行

可能无漏可捡。
一方面是因为行业鉴赏门槛较高，

不懂行的人很难捡到漏；另一方面与珠
宝文玩的性质有关——以宝石为例，宝
石是耐久的、永远不会坏的，所以它不
会像临期产品一样急于促销。

劝不动的家长、退不掉的“藏品”、
挽不回的钱财、清不掉的直播间，缠绕
在一起成为不少子女、家属心中解不开
的结。如何将深陷在收藏品直播间的
老年人拉出来？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
授谢澍认为，平台应当进一步加强卖货
直播间的准入机制，加强对主播的身份
认证。

“还应加强止付制度的构建，可以
要求直播平台设置资金冻结期，在一定
时间内将买家所付价款暂存于平台，待
期满后无异常情况再将资金打给卖家，
以便在被害人发觉被骗后可以有机会
挽回损失。优化平台审查机制，面对越
来越巨大的审查压力，平台应当进一步
优化关键词捕捉和内容识别等程序开
发，提高平台对违规直播间的甄别能
力，及时封禁违规直播间。”

综合法治日报、《新民晚报》报道

声称9999元可买圆明园马首

直播间假古董“瞄准”老年人钱包

近期有网友发帖称，她的父亲在某直播间花9999元，下单了号称是圆明
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之一的马首。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在直播间能买到？还不足一万块？事实上，
这类“一眼假”的假古董直播间骗局，正在掏空许多老人的钱包，一些老人深
信不疑，甚至不顾反对疯狂下单，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主播描绘的蓝图里，这类标价数千上万元的藏品将来可以拍卖到几百
万甚至上千万元，有幸买到将会彻底改变生活现状。

趁着珠宝文玩直播的火热行情，部分账号正在以“高价回收或参与拍
卖”的说辞诱导中老年人疯狂下单。

直播间里声称替博物馆守护的藏品。

部 分 主
播会明示或
暗示藏品的
回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