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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透露文物鉴定界内幕
部分专家卖证书敛财

“口头鉴定一件文物收费
200

元， 开一张鉴定证书收费
2000

元，有的专家一天最多时能
开出

1000

多张证书，靠出卖证书
和透支自己的信誉大肆敛财，而
许多收藏者还蒙在鼓里， 捧着证
书做着一夜暴富的迷梦……”文
物鉴定界一位知情人士接受《经
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了当
前鉴定界一些真实内幕。

随着文物收藏热的不断升
温， 一批经过媒体宣传走红的明
星专家活跃在鉴定市场上， 一批
专业从事文物鉴定的商业机构也
如雨后春笋，但根据记者调查，许
多专家和鉴定机构在开展商业鉴
定活动中，极不负责任，有的专家
不懂装懂，乱说一气，屡屡鉴假成
真，靠出具鉴定证书而敛财。

记者近日从景德镇窑厂带回
一件新烧造的仿古瓷瓶， 拿到北
京琉璃厂请一家鉴定机构的专家
来鉴定。 一位姓马的鉴定专家拿
起瓷瓶看了看， 竟然断定这件新
东西是清代真品， 并开具了鉴定
证书：“此件器物为清中期典型精
品，有一定收藏价值”。 这位马姓
鉴定专家还吹嘘说“自己的年薪
是

60

万元， 如果去外地鉴定，每
次收费标准是

8

万元！”据这家鉴
定公司的老板介绍， 每天来鉴定
的多达二三十人， 最近山东一个
老板来鉴定五六百张画， 每张都
开一个鉴定证书， 光鉴定费花了
上百万元。

此次暗访只是鉴定行业诸多
问题的冰山一角。记者采访发现，

近年来除了民间鉴定专家外，一些
国有文博机构的退休专家或者在职
人员，也频繁出席各类鉴宝活动，大
量开具鉴定证书。 记者在网上搜
到很多名头显赫的专家证书，稍
有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那
些东西多是水平低劣的仿品。

黑嘴专家鉴假成真大肆敛财
北京某文博机构一位专家告

诉记者， 南方某省一位企业家收
了几千件瓷器， 经过一些知名专
家的鉴定， 竟然开了大量真品鉴
定证书，其中宋代官窑、哥窑、汝
窑、定窑、均窑等五大名窑就达几
百件， 目前世界各地博物馆公认
的汝窑瓷器收藏不足百件， 一个
普通的收藏者家里怎么会出来这
么珍品， 这样的鉴定结果违背了
基本常识， 只能说专家拿了好处
费后，眼睛就歪了。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网上随
意查阅一些鉴定公司网站， 很快
就会查到来自故宫、 国家博物馆
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开具的鉴定证
书，什么商周青铜器、汉代玉器、

唐三彩、宋代汝窑、明清官窑以及
齐白石、 张大千的名画巨制“国
宝”证书一张又一张。

华辰拍卖公司负责人甘学军
多次公开表明， 客户凡是拿着专
家鉴定证书送来的拍品， 几乎
100%

是赝品，正规拍卖公司对所
谓专家的鉴定证书从来不认可！

专家不负责任的鉴定， 只有
两种情形， 一种是水平低， 眼力
差，却不懂装懂，捞点外快，第二
种就是口不应心， 为了眼前的金
钱利益，昧着良心乱说一气。

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
果专家因为水平问题， 将假东西
错误鉴定为真东西， 而民间收藏
者抱着理性收藏心态， 将东西保
护下来，以后慢慢研究求证，问题
还不太大， 如果专家将真东西误
判为赝品， 收藏者随意将文物扔
掉损毁，那就破坏了文物，专家就
成了千古罪人了！

沈阳市收藏家协会资深收藏
家张允民先生从事收藏

30

多年，

对古瓷器一类的古器物鉴定，有

着非常深刻的经验体会， 他告诉
记者：“电视上的鉴宝节目中，经
常看到专家将真东西错误鉴定为
赝品，而把新东西错误定为真品，

由于专家不懂装懂、 不负责任地
乱鉴定，将鉴定标准搞乱了，让许
多收藏者一头雾水，更重要的是，

这样一些专家还担任国有博物馆
文物征集鉴定任务， 国家每年花
巨资收购上来的文物， 能否确保
是真品，经得起历史检验，确实让
人担心！ ”

而知名书画鉴赏收藏家刘文
杰则直言不讳地说：“近些年国有
文博机构从拍卖市场高价买来的
文物， 有的就存在重大问题，比
如，

2003

年某国有文博机构花
2000

多万元购藏一件古代书法
作品， 有人认为是后人的双钩仿
品，当时就引起很大社会争议，当
年

2000

多万元可以买到很多国
宝级文物， 真是对人民财产的极
大浪费！ ”

民间银币收藏家周业勇在收
藏研究近代机制钱币时发现，一
家博物馆竟将开门假的赝品当作
真品摆在展柜里， 他多次向有关
部门举报，最终将赝品撤换下来，

该博物馆负责人也被免职。

业内呼吁建立鉴定追责制度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国家文

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克伦告诉记
者， 由于政府部门对文物鉴定监
管存在空白， 导致鉴定证书随处
见，一些人只要上过电视，经过媒
体宣扬， 或是戴上文博机构的光
环，就成了“鉴定专家”，可以随意
开展文物鉴定活动，这么干肯定要
出大问题！ 他认为，乱鉴定是因为不
承担法律责任，要治理鉴定乱象，一
定要建立鉴定追责制度， 谁鉴定
谁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样一些
就可让一些人不敢乱讲话了。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了解
到， 近年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民
间鉴定机构， 相关媒体和机构也
组织专家， 在各地举办一轮又一
轮的鉴宝活动， 政府对这些活动
监管基本处于真空状态。 一些鉴
定机构从工商部门取得了营业执
照， 但文物部门并未获授权管理
审核。 有的鉴定机构虽然取得了
工商营业执照， 但工商部门对文
物鉴定人员和机构的鉴定水平、

资质，根本没有识别能力，也负不
起责任。

当前， 尤其要对文博机构人
员从事鉴定建立更严格的规范制
度。 故宫博物院退休专家杨静荣
曾经多次上电视参加鉴定活动，

并受聘于多家鉴定机构开展鉴
定，他对鉴定客户说：我就是靠鉴
定挣钱！ 故宫博物院虽然就文物
鉴定发表了‘免责声明’，但并未
禁止专家以个人身份出来搞鉴
定，如果未获单位的书面授权，鉴
定行为属个人行为， 后果由本人
承担， 故宫博物院对此不承担责
任， 实际上就是对鉴定行为还是
管不了。

刘文杰认为， 必须重建和完
善鉴定专家体系，规范鉴定标准，

文博机构是收藏机构， 不是鉴定
机构，有了文博职称，不一定就达
到鉴定专家条件， 文博系统一些
知名鉴定专家出的问题也很多，

要重视实践能力的考核。

民间收藏家张允民、 央视鉴
宝栏目专家组成员丘小君等业内
人士建议， 国家应对鉴定从业人
员建立实物鉴定考试制度， 将真
假物品混在一起建立题库， 对鉴
定从业人员进行实物鉴定考试，

在确保公正前提下， 不拘一格选
拔人才， 自然就会淘汰那些伪专
家，让真的人才脱颖而出。

（石庆伟）

“鉴宝”行业何以避乱象？

无标准无监管缺人才

� � � �

俗话说“乱世藏黄金、盛世热
收藏”， 近几年的民间收藏热催火
了文物鉴定机构、鉴定师培训、“鉴
宝”类电视节目等产业。然而，诸如
鉴定机构发证乱、 培训班短期速
成、“鉴宝”专家“看走眼”等问题也
层出不穷。 通过采访调查，记者发
现人才培养机制和法律制度不完
善是该行业乱象之源，只有从根本
上抓人才培养，从法律制度方面规
范从业秩序，文物鉴定行业才能健
康有序的发展。

文物鉴定无统一标准

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是文物鉴
定行业混乱的原因之一。

2

月
6

日，山东大学东方考古
研究中心主任栾丰实教授接受采
访时介绍说，目前开设文物鉴定专
业的高校并不多，他知道的大概只
有南京大学一家，山东大学目前没
有开设这一专业，但历史学专业下
设的文博本科专业有文物鉴定课
程，一般是请实践经验丰富的业内
人士来校授课，“这门课目前没有
指定的教材，基本上老师用他们自
己编写的讲义。 ”

当天中午，记者又来到位于马
鞍山路

52

号的中华民间藏品鉴定
委员会山东分会，采访了会长陈玉
泉。 陈玉泉认为，我国过去并没有
文物鉴定这一学科，与其较接近的
是历史学下设的考古学专业，但两
者差别也很大，“目前的文物鉴定
主要以‘传世文物’为主，所谓传世
文物大部分是元代以后的文物，而
我国考古学则主要把精力放在明
代以前。 ”

陈玉泉主张文物鉴定应该从
历史学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立院系，

他认为出土文物本来就是老物件，

历史学者只需要判定文物年份，而
文物鉴定却要判定东西的真假，工
作性质很不同。

据了解，由于文物鉴定行业重
视师承关系，鉴定师的培养一直比
较封闭，而随着近年来的收藏热和
文物鉴定“事故”层出不穷，业内专
家都将目光聚焦在鉴定人才培养
上。 陈玉泉认为，这一行业首先要
从源头上梳理，最紧要的是编纂一
本权威的文物鉴定百科全书。

陈玉泉说：“这个行业一开始
就不够科学，一是因为不少收藏家
为了让文物能卖个好价钱，就引经
据典给文物编个好故事，找个有名
的历史出处，以此提高文物的历史
文化价值。另一个原因是古代从事
工艺品制作的工匠大多文化水平
不高，没法著书立说，记录这些工
艺品历史的多为文人，有些文人不
太懂行，写东西又喜欢虚构，这就

造成很多文物的来源记载混乱，比
如目前对哥窑出处的考证就非常
模糊。 ”

对于市面上流行的文物收藏
鉴定书籍，陈玉泉认为，一部分图
书过于老旧， 有些虽为大师所著，

但都出版于几十年前，知识并不细
化。 “比如说《陶瓷史》，说到窑口
(

书中
)

基本不提地方窑，但这些地
方窑对当地陶瓷研究十分重要；再
比如提康熙时期， 也不说分为早、

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和明代接近，

风格肯定不一样；还有就是瓷器工
艺、青花颜料、当朝皇帝喜好等都
讲得不细致。 ”

对于近几年出版的文物收藏
鉴定类书籍，陈玉泉则认为有些杂
乱，“出书人都是从自己最熟悉的
领域写，藏啥写啥，所以意见不一、

鱼龙混杂。 比如说瓷器，现在全国
没有一家博物馆可以把从新石器
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的瓷器品种
收藏全， 自己的东西都很保守，各
自为政，和军阀一样。 ”

陈玉泉建议，政府应该牵头组
织论证，从某类文物开始，在全国
范围内征集论文并组织论证，将精
华的文章选出来让作者进行公开
答辩，再通过筛选将该领域的理论
一项一项固定下来，然后依次在其
他文物种类中推广，最后将所有精
华的理论编纂成一本权威性的著
作。

文博人才需求量大但培训

不规范

从
2011

年起， 山东大学开始
招收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第一
批共招了

10

个人。 栾丰实教授经
过调研后发现，目前文博人才需求
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县级博物馆
文博人才紧缺，“我调查过很多县
级博物馆，发现很多工作人员业务
素养有待提高。 ”

陈玉泉持同样的意见，他认为
市场对文博人才的消化不成问题，

“就拿河南博物馆来说， 以该馆目
前工作人员的数量，就算一天工作
15

个小时，也得用
1700

年才能把
活干完。 ”

文博人才市场消化能力强，加
上收藏热，因此自然引发文博人才
的培训热。

记者采访调查发现，网上各种
培训班五花八门， 但非常欠缺规
范。各种培训认定中，只有“劳动与
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
术指导中心”颁发的“艺术品评估
鉴定”系列职业培训证书，是唯一
由政府机构颁布的资格证书。但记
者在其官网上看到，该职业培训只
需要短短

60

课时， 培训时间一般

只需几周，陈玉泉表示：“有知情人
向我透露过，考试前一天都有老师
去划题讲答案， 考不过还可以补
考，几乎都能拿证。 ”对于该证书培
训时间过短的问题，陈玉泉说：“别
说两三个月了，我带的学生学了两
三年还看不准东西呢。 ”

除了该证书以外，市面上还有
一些大学的研究机构和各种行业
协会的鉴定师证书，但同样面临培
训时间仓促的问题。 去年，陈玉泉
的一个学生在长清大学城某高校
报名参加了一个宝玉石鉴定师培
训班，花了

2800

元，培训时间四个
多月，每周上一次课，最后该学生
拿到了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
协会”颁发的鉴定证书，但实际效
果并不理想，“回来以后到我们这
儿看玉，连料还分不清楚。 ”

民间文物鉴定机构监管无

法可依

济南市博物馆曾经常组织专
家为市民免费鉴定文物，但近几年
却不搞了。

“每次在省城搞鉴定活动，拿
来鉴定的东西

98%

都是赝品，而且
来鉴定的一般就两句话———‘真的
假的？’‘值多少钱？’你要说这东西
是赝品市民有时候还不信，得和我
们理论半天。 ”济南市博物馆馆长
李晓峰

2

月
6

日接受采访时说，他
平时基本不去英雄山文化市场，

“那地方真东西不多。 ”

据了解，目前文物鉴定有公立
鉴定和民间鉴定两大类。公立鉴定
指国家文物行政部门主管的组织
机构的鉴定行为。如国家文物鉴定
委员会、地方省级鉴定站、经批准
设立的带有事业单位性质的文物
商店、公立的博物馆等公益机构的
鉴定。民间鉴定指除此之外的各类
鉴定行为。

目前公立鉴定机构一般不面
向社会出具鉴定证书。那民间机构
的鉴定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记者求证多方法学专家和文物研
究学者，均得到了否定答复。 在法
学界人士看来，文物鉴定是一种结
论， 虽然这种结论对文物的价值、

保护、交易等有重要作用，但只能
作为参考，对其采纳与否，取决于
当事人或组织机构。与此同时，《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等与文物鉴定有关的
法律对民间文物鉴定中鉴定人及
鉴定机构的资格、 权利和义务、法
律责任等都没有很明确规定。

央视“

3

·

15

晚会”曾专门暗访
了民间鉴定机构乱象，发现只要肯
花钱，一些民间鉴定机构就敢给假
文物开真证明。而其他藏家一旦购
买了这些带有鉴定书的赝品，即使
事后发现也投诉无门。 “目前该方
面的法律规定比较模糊，这应该属
于侵权责任法中‘专家责任’的范
畴，如果受害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 起诉鉴定机构的鉴定不实，那
必须要证明对该文物进行鉴定的
专家是故意错鉴或在鉴定过程中
出现重大失误。 ”山东众成仁和律
师事务所蔡海东律师说，但他也表
示， 对于这种起诉的取证比较困
难，所以法院即使立案也不好判定
怎样赔偿。

蔡海东律师提醒，如果某位鉴
定专家故意将真文物说成是假的，

然后低价进行收购，事件如若属实
就可能构成诈骗，受害人可以向公
安机关报案，但同时也表示：“因为
文物鉴定是鉴定人的主观活动，这
类案件在取证上比较困难。 ”

(

据新华微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