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衍生行業發展
鑒定課程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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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錢香奈兒包：
奢侈品的頂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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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琉璃的工藝，只有在南法可以做
出來，它有螺旋紋……這枚胸針的

背後，有釘子釘上去，現在的工藝做不出
來……這個珍珠配飾，在法國很有名，它
的工藝不輸CHANEL，但是價格比CHA-
NEL便宜……」北京三里屯一所公寓內，
賣家瑪麗娜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着她十幾
年來收藏的各種古着珠寶，她對這些不同年
代的西洋珠寶如數家珍。

微店古着商店逾500家
近年來，各類垂直社交平台開始安利古
着商品，令不少用戶被種草，開始對古着產
生興趣。年輕一代女星也開始為古着帶貨，
使不少買家入坑，轉而從事古着行業。微店
相關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微店
App上的古着商店已達500多家，平均客單
價達2,000元（人民幣，下同）。
瑪麗娜曾經是央視外語頻道的一名編
輯，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出差到國外，最初在
歐洲接觸到古着，從一開始便迷上了，每次
出國都會去古着市場淘貨。「那時候國內知
道古着的人非常少，根本談不上圈子。」瑪
麗娜算是國內最早玩古着的那波人。去年，
她辭去央視的工作專門從事古着行業。
她工作室裏的古着都是從歐洲、美國淘
的一些珠寶、配飾。一枚看似普通的鑲嵌着
瑪瑙和水晶的珍珠，可能是經過了很多道手
工程序才完成的。瑪麗娜給它們的定價在幾
千元不等。「這些東西只會越來越少，現在

的做工已經很難完成這樣的東西了。有的我
並不願意出售，因為太珍稀了。」
北京三里屯3.3大廈負一層有一家叫做

「王法拉的小攤兒」的店舖，店主王法拉也
是2000年初「入坑」古着的人。她曾是一
名女排運動員，會去世界各地比賽，退役後
又做了模特，因此有很多機會購買古着。在
她店舖裏，大多數古着珠寶和配飾，價格從
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王法拉稱，平時有不
少明星光顧她的店舖，也有部分綜藝節目跟
她合作，為嘉賓提供佩戴所需的古着飾品。

去年將其作主要運營品類
目前，各類電商平台紛紛開始在古着行

業發力。微店從2020年第四季度開始將古
着作為平台主要運營品類，「我們有集中的
內容供給——商家輸出的優質視頻、直播
或者圖文內容，消費者可以從這些內容裏直
接購買，整個路徑很方便並且具有真實
性。」微店App的相關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賣得好的商家一年有幾百萬的
成交量，部分商家在平台的流量支持下，月
銷量實現500%的增長。」
像瑪麗娜、王法拉這樣，最早一波入坑

Vintage的人，她們有着明顯的特徵——多
是從事時尚、文化行業，有機會經常出國，
或者有着海外留學生活背景的人。隨着圈層
影響力逐漸擴大，新玩家越來越多，不少資
深玩家轉變成了賣家，將自己的愛好變成了
事業。

有人似懂非懂
有人瘋狂剁手

近兩年，古着行業在國內火了起來，那些

被收藏、流傳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箱包、珠寶開

始在國內市場流通並逐漸形成規模，其環保理念更是被國

人所認可。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了幾位古着商家，她們

辭職開店，學習鑒定技術，周遊世界各地古着市場，展示時代浸潤

下的經典好物。她們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保存良好的時代精

品體現的是一種成熟的、歷時不變的經典魅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圖：受訪者供圖

上海永福路有一家Lolo Love Vintage店舖，是2009年平
安夜晚上開業的，今年已是第十二個年頭，是上海第一家古
着實體商店。店主Lolo曾是時尚造型師，由於工作經常到
國外，從2005年起每次出國都會花很多時間在當地的古着
市場。2009年Lolo有了開店的想法。

「古着不僅限於奢侈品牌」
「並不是所有的二手奢侈品都能稱為古着，古着也不僅

限於奢侈品牌。」早些年Lolo店裏賣的幾乎都是非品牌的
古着，有上世紀20年代的古董婚紗和睡袍，30年代的瓷
器，維多利亞時期的配飾等等。Lolo鍾愛20年代的古着，平時也是20年代或
50年代風格的裝扮，她稱自己十年沒在商場買過新衣服了。
在Lolo開店最初幾年時間，顧客大部分是時尚群體的從業人員，對古着都有

一定了解，而現在買家圈不斷擴大，各種年齡、職業都有，從十幾歲女生到五
六十歲女性都會光顧。不少古着商家認為古着走紅是好事，但目前仍有不少讓
她們困擾的問題：成長於社交網絡的年輕新買家傾向於認為古着就是二手的
大牌，他們進店第一句話通常是：「你這裏有××大牌的二手包嗎？」這樣
的問題讓賣家們感到尷尬。
Lolo稱，她店裏大多數古着都沒有品牌，她更看重的是物品本身的精緻

和風格。但Lolo同時也感覺到，近年來古着市場正劇烈變化，具有品牌屬
性的古着更好賣，「我也會稍微調整一下自我價值觀和市場之間的平衡。」

學生時代，王一貝在上學的路上每天都會路過一
個二手奢侈品店，因為買不起，所以從來不進去耽
誤店家時間，只在門口看櫥窗裏的貨品。一天，她
在這家店門前看了很久，關門前店主開門笑着請她
進去。

「我慌亂地搖頭擺手，露出買不起的表情。阿婆說不買沒關係，看
到我很多次了，進去陪她說說話。她從櫃子裏拿出一個香奈兒的小錢
包給我，問我好看嗎？我小心翼翼的捧在手心，瘋狂點頭。阿婆問我
知道這個錢包多少年了嗎？我說大概用了一年吧。阿婆笑着說，這個
錢包用了12年了，它的原主人非常愛惜它，所以保護得很好。」

「阿婆問我知道什麼是奢侈品嗎？十幾歲的我說奢侈品就是很貴很
貴的東西。阿婆搖了搖頭：奢侈品就是極度精緻的生活用品。真正懂
奢侈品的人不是那些對品牌如數家珍的人，而是懂得欣賞這種精緻，
並且能呵護這種精緻的人，和價格沒有關係。錢可以讓你帶回這件商
品，但只有精緻的生活、對身邊每一件物品的愛，才能真正讓你擁有
奢侈品。阿婆說她的店馬上要關了，這個錢包1元錢（人民幣，下
同）賣給我，希望我好好愛惜它。」王一貝繼續講道：「這是我擁有
的第一件奢侈品，在我口袋裏只有不到100元的時候，我以這種神奇

的方式帶回了這隻香奈兒真品錢包。這
位古着店的阿婆給十幾歲的我上了一節
奢侈品的頂級課程。

多年過去，儘管現在已經有很多更
稀有的包包，但她還是很小心的使用
這款1元的香奈兒錢包。「由於年代太
久了，去整修過一次。店家都勸我整修
的錢還不如扔了再買個新的。我說不，
我答應過阿婆要永遠好好愛護它。它時

刻提醒着我，無論花多少錢，買多貴的東
西，要知道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在買
單。」王一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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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着（Vintage）是保
存良好的時代精品，包括

有一定年份的包包、珠寶、衣服、傢具、
裝飾品甚至紅酒等。相比於普通的二手商
品，古着除了對誕生年限（20年以上）有基礎
要求外，品牌、設計、工藝、保有量等也是
考核的重要條件。在中國，古着一詞是近幾
年才開始被消費者熟知，但至今沒有一個

明確的對應翻譯，部分愛好者視其為
「年輕的古董」，也有初入門的

買家認為它只是「二手的
奢侈品」。

武漢妹子王一貝學生時便喜歡各種精緻的飾品和包包，多年前赴日
本旅遊接觸到古着文化，便一發不可收拾的愛上了這種復古美。5年
前她從電商領域辭職，正式從事古着行業，開始在線上各種渠道銷
售，主要經營各種二手奢侈品箱包。兩年前，線下的古着實體店也在
武漢開張。

二手市場發展在於解決假貨
得益於二手奢侈品市場的火爆，鑒定師、養護師等衍生行業也在國

內發展迅速。為了更好的辨別產品真偽，去年12月，王一貝特意到
北京中檢集團學習奢侈品箱包鑒定。培訓時間一周，培訓內容為各種
奢侈品箱包、服飾的鑒定技巧與方法，學費及食宿費用共花費2萬
元。最後需參加能力認可證書考試，通過方可拿到證書。
「二手奢侈品市場的發展天花板在於如何解決假貨問題。」中檢集

團奢侈品鑒定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中檢中心奢侈品鑒定培訓課程集
結了日本、香港、台灣及內地奢侈品鑒定界資深培訓講師，目前已為
行業輸送千餘名鑒定人才，其中不少都是古着店店長。
「做古着行業一直在和假貨商鬥智鬥勇，我必須要為我的客人作出

準確的篩選。假貨商也在不斷優化
和改進，學習不是一勞永逸的，證
書的有效性也只有3年，為了給客人
更好的服務，我將不斷學習和更新
鑒定知識。」王一貝說。

專家：鑒定市場魚龍混雜
二手奢侈品交易市場的巨大存量也
催生着各種山寨培訓鑒定機構的誕
生，不少奢侈品鑒定師不受品牌認
可。在平台標榜自身具備鑒定功能的
同時，二手奢侈品電商售假的聲音不
斷傳出。「對於二手奢侈品增加的鑒
定，二手銷售商總會自圓其說；監管
力度不嚴，違規成本低，假貨有着較
高的利潤空間。」有奢侈品領域專家
認為，奢侈品鑒定行業尚屬於「自娛
自樂」的狀態，鑒定市場魚龍混雜，
專業人才稀缺，是真的分析產品還是
頭部企業以「輿論」忽悠消費者尚未
可知。

●去年12月，王一貝赴京學
習奢侈品鑒定技術。圖為王一
貝手持奢侈品鑒定能力認證證
書。

●●王一貝在古店淘貨王一貝在古店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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