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收藏家王志成最近遇到了这样
一件烦心事。2012 年 9 月，王先生经
朋友介绍与泛海公益基金会签订了一
纸 价 值 十 亿 的 收 藏 品 转 让 合 同 。 但
是，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泛海公益基
金会在支付首笔 1500 万元后，以藏品
毫无价值为由，拒绝按照合同约定与
其共同组织专家鉴定。纠纷遂诉至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
为，该合同由于无法继续履行应予以

解除。王先生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
至 北 京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继 续 讨
说法。

如何鉴定艺术品是否具有“收藏价
值和展示价值”，成为此案引人关注的
焦点。一审法院向北京市文物局鉴定部
门咨询，鉴定部门称：只能对是否为文
物进行鉴定，因为国家对文物有具体的
标准，但物品是否具有收藏和展示价
值，没有具体标准，故无法对物品是否

具有收藏价值和展示价值进行鉴定。
收藏的艺术品到底有没有价值？由

谁来作出信得过的鉴定评估？这是困扰
着艺术品交易市场的“瓶颈”问题。以
传统古陶瓷鉴定为例，传统的鉴定手段
就是运用“眼学”进行鉴定，也就是通
过专家的眼睛来鉴定。这样的结果是，
往往同一件瓷器鉴定会有截然不同的
结论。

市场上的很多收藏者不仅具有丰
富的实战经验，而且往往扮演多重角
色，鉴定者、交易方、中介机构等，
如何做到公平公正？“有关艺术品鉴定
的 分 歧 和 纠 纷 ， 可 以 说 每 天 都 在 上
演。说到底还是鉴定标准的问题。”北
京 大 学 文 化 产 业 研 究 院 副 研 究 员 马
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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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陲好警官孟黎明
崔文佳 于中谷

依法破解鉴定之“谜”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依法破解鉴定之“谜”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其实，“收藏家王志成十亿艺术品
合同纠纷案”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缺
乏 统 一 、 规 范 、 有 序 的 艺 术 品 鉴 定
体系。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针对乱象丛生
的民间收藏文物鉴定市场，国家文物局
今年将让国有单位参与民间收藏文物鉴
定服务，试点让原本行使国家职能、负
责文物进出境鉴定工作的文物鉴定站面
向公众提供鉴定服务。这种鉴定有望出
具相关证明，鉴定意见具有一定效力。
此消息一出立即成为业内焦点，引发
讨论。

在目前我国艺术品市场法律法规不
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
下，艺术品虚假鉴定、虚高评估等问题
日益凸显，已是不争的事实。

“文物鉴定技术不断发展，出现了
自然老化痕迹检测等科学鉴定方法以及
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北京大成
律师事务所钱卫清律师告诉记者，但一
些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却往往过于保

守，甚至排斥科学鉴定。
近年来，文化部也开展了整顿文物

艺术品鉴定市场的试点工作，对鉴定人
员和鉴定机构实行准入制度，并对从事
艺术品鉴定的机构和人员提出资质要
求，不具备鉴定资质的机构和人员，将
不得进入艺术品鉴定工作。

同时，在文物艺术品鉴定方法上，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曾引用
东南大学张马林博士的观点指出，鉴定
必须从单纯依靠专家学者的学识眼光和
经验等方式，转向更加倚重客观的科学
技术鉴定上来。

专家认为，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进行交叉和融合，“眼学”与“科学”相

结合是文化艺术品鉴定的必然途径。对
此，著名古陶瓷专家张浦生认为运用科
技手段介入进行鉴定，不仅是时代的呼
唤，也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也应该看到
科技检测的局限性，譬如仪器无法对中
国历史艺术的内涵进行检测，无法检测
出古陶瓷的时代及窑口等。

建立一个既符合中国艺术品和艺术
品市场特点，又有很强操作性的中国文
化艺术品评估鉴定体系，需要更为专业
的顶层架构和尝试。正如上海大学中国
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西沐所说，中国
艺术品鉴定的发展其实还停留在非体系
的经验阶段，离迈上艺术品鉴定科学体
系之路还有很大的距离。

科技为文物

鉴定“把脉”
刘育麟

本版编辑 许跃芝

近年来，“短命建筑”倒塌事件屡有

发 生 。 梳 理 新 闻 报 道 ， 我 们 不 难 发 现 ，

在“短命建筑”背后，隐藏着诸多造成

悲剧的必然因素。“短命建筑”究竟应由

谁来担责？尽管答案不一，但可以肯定

地说，施工单位违法建设和某些监管部

门的不作为，是联手推倒幢幢楼房的罪

魁祸首。

我们一再强调建筑施工要依法为之，

然而现实生活中，违法的建筑工程明目张

胆地进行，而监管部门熟视无睹的现象仍

不乏见。不久前，笔者到河北定兴采访时

就看到，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一桩违法建

筑施工事件至今无人问津。位于县城繁兴

街西侧的两栋高层住宅建筑在未取得土地

证书、规划许可证、开工许可证的情况

下，擅自开工建设后，屡遭群众举报，但

却没有任何职能监管部门出面予以制止。

据反映，该工程建筑承包曾一转再转。试

问，似这类住宅楼今后若因建筑质量问题

坍塌了，谁来担责？

建筑物质量涉及勘察、设计、工程建

设、质量监理和工程验收等多个环节，只

要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短

命建筑”的产生。在每处建筑工地，人们

都能看到“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口号标

语，如果按照施工要求和标准进行认真施

工，这些建筑物的质量应该达到 70 年甚至

百年以上不会出现问题。但一些昧心的建

筑商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大肆掺杂使

假、以次充好、甚至偷工减料，使得许多

建筑物还没建成，就已经一身是病。而本

来应该承担监管责任的某些政府职能部门

不仅没有恪守职责，反而不作为，客观上

为违法行为大开绿灯。

建筑物质量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可能是设计时存在偏差、建材质量不达

标、不按要求施工、或是监理责任不到位等

问题，但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到位的安全监管

缺失，是建筑物屡屡出现“险情”的重要原

因之一。某些政府职能部门面对大量的在建

项目，监管力量不足，监管措施滞后，事前

监管不到位，监管力度衰弱，房屋验收不严

格等，使不少伪劣建筑物蒙混过关，上市销

售，为房屋安全留下了重大隐患。

让“楼歪歪”、“楼脆脆”等“短命建

筑”在市场上绝迹，负有监管职能的政府

部门应该勇于担当，依法行政。

监管缺失致“短命建筑”频现
喜 悦

最新发布的《TEFAF 2014艺术品市场报告》指出，中国连续两年蝉联全球艺术品交易的

“亚军”，占全球艺术品市场份额的24%。

可是，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鱼龙混杂，赝品充斥，面临着诚信危机。艺

术品的真伪不仅是学术之争，更变成了利益之争。文物艺术品市场权威鉴定主体不明、诚信难

题待解、法制规范滞后等问题，不仅损害了人们对艺术品投资的信心，还影响了艺术品市场的

正常秩序。

针对文物鉴定市场的乱象，司法部日前建议国家文物局，在文物法修改中明确提出文物部

门对鉴定拥有管理权。国家文物局也已在草案中提出这一点。

谁来鉴定——

权威鉴定主体不明

市场调查发现，文物艺术品鉴定方
面的法律法规缺失严重。一方面，看似
繁荣的民间收藏，由于没有配套的文物
鉴定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缺乏规范，
乱象丛生。另一方面，与文物鉴定有关
的法律制度建设远远落后，如民间文物
鉴定标准、鉴定专家资质、鉴定程序、
法律责任等几乎是空白。

作为我国文化领域第一部法律，文
物保护法自 1982 年颁布以来，为文物
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
障。但是，面临文物保护领域的新变
化、新问题，现行法律往往“捉襟见

肘”。文化部在 2009 年颁布的 《文物认
定管理暂行办法》 虽然对文物鉴定制定
了相关规定，但几乎没有涉及对民间文
物鉴定的管理。

201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文
物保护法执法检查。2013 年，国家文物
局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意见，并
将文物保护法修订研究列为重点工作。
目前，文物保护法修订已经列入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 2014
年立法工作计划。

日前，在无锡阖闾城遗址博物馆举
行的第九届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文物

法修订成为与会专家学者讨论的重点。
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伯健则建议，明
确民间收藏文物的法律地位，制定具有
可操作性的文物认定的标准和办法。

在文物流通管理方面，北京市文物
局于平建议修法时将古玩旧货市场纳入
文物监管范畴，分层次实施监管；同
时，把审批监管结合起来，以资质审核
管理为切入点和核心，重点推出准入和
退出机制，减少行政过度干预经营，使
文物市场有序发展，把鉴定纳入法律管
理，进一步完善文物流通领域的行政执
法体系。

“对于艺术品金融产品来说，最重
要的无疑是艺术品的估值问题。”谈到
艺术品的评估时，中国人民大学艺术
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黄隽教授指出，
和艺术品交易一样，目前尚无任何国
家出台专门的法律对艺术品评估进行
监管。

怎样鉴定——

诚信难题待解

如何保障——

法制规范滞后

“五一”当天，福建公安边防总队平潭边检

站检查员为台湾旅游团快速办理通关手续。

陈城沐 喜 悦摄

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蓬勃发展，艺术
品的鉴定、估价等长期以来没有理顺的问题
开始集中呈现出来。应当看到，尽管我们有
相当大的市场规模，但却缺乏与之相对应的
市场标准，包括鉴定标准和估价标准。因
此，积极借鉴和学习国外的成熟经验和做
法，建立起符合中国艺术品市场特点且具有
中国特色的艺术品鉴定和估价规范体系十分
重要和紧迫。

美国：上世纪80年代爆发的储蓄和贷
款危机，改变了美国的评估行业完全通过非
政府性质的专业组织进行自律性管理。

美国将政府职能引入了原本单纯由民间
自律性组织主导的单一结构的管理体系，增
添了联邦政府监督、州政府注册管理、评估
行业协会制定准则、金融监管部门建立相应
评估规则等新的内容。

美国在评估行业内推行统一的、可适
用于各种目的和细分领域的评估准则——
USPAP准则是整个评估管理体系运转的核心
基础。USPAP准则是由来自美国及加拿大两
国的权威评估机构的人员组成的联合委员
会制定，适用于房地产、私人财产、无形
资产和企业价值等多种评估类别的质量控
制标准。

美国评估师协会 （AAA）、美国评估师
社团 （ASA）、国际评估师协会 （ISA） 这三
家评估师协会是美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
评估鉴定机构，评估质量和信誉得到了美国
国内税务署的特批认可，在艺术品评估鉴定
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科学家最近发明了
一种新的古董鉴定技术，该技术能够帮助古
董交易商很容易地识别古董的真伪。

这项古董鉴定法的发明者、西澳大利亚
大学法医专家艾玛·巴特尔介绍说，传统鉴定
方法主要依靠仔细观察或取样后用Ｘ射线检
验，而新方法则主要通过激光检测，这样不
但不伤及古董本身，甚至能够精确核实陶器
古董的具体产地。新的检测方法所需费用也
较低。

古董交易商马克·霍华德说，现在古董
造假手法越来越老到，鉴别古董真伪也越来
越难。有了这种新的检测方法，购买古董时
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专家称，这项技术
还有更多的用途，例如鉴别油画、塑像以及
青铜器的真伪等。

（李万祥整理）

提起孟黎明，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风平镇法帕村
的村民们满是称赞，这与他 2005 年初到这里时截
然不同。

屡破难题 方法创新点子多

“小孟刚来时，连骂他他都不知道。”村民说。
不懂傣语是摆在这个汉族警官面前的首要难题。不
仅如此，工作中村民的不理解、不认同更让孟黎明
犯难。

“傣族人很忌讳这些穿制服的人到自己家。万
一被邻居看到了，就会想这家是不是又出事了？”
线咩岩相保老人说。原来，长期的贫困和封闭，加
之毒品的危害，使得这里的傣族村民对外来人员特
别是“穿制服的”有着强烈的防范和排斥意识。

面对困难的局面，风平镇党委书记摆岩相补
说，当时自己心里犯起了嘀咕。“边防大队的同志
来到地方开展农村工作，真的能适应吗？”这份担
忧不久就被打消了，不仅如此，村子的禁毒防艾工
作也取得初步成效。

为了消除村民的戒备心理，孟黎明每次走村串
户都带着几个村民帮忙翻译。2007 年，他组建了
一支女子护村队，以村民互助、邻里守望的形式配
合自己的工作。为了更好工作，孟黎明努力学习
傣语。

解决了沟通难题，还得转变村里人对毒品的认
识。村里对吸毒的人家是不愿意打交道的。孟黎明
没有这种想法。通过走访，孟黎明发现吸毒人员家
属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决心把他们发动起来，帮助
禁毒。

2005 年法帕村在册吸毒人员达 114 名，贩
毒、偷盗等案件频发。9 年来，法帕村无新增、失
控漏管吸毒人员，毒品危害得到有效遏制。

授人以渔 助学就业全包揽

在孟黎明看来，自己的任务不止禁毒一项，还
要帮助村民解决困难、发家致富。

提起孟黎明的帮助，如今已是边防武警的傣族
小伙邓岩院满是感激：“如果不是小孟哥的帮助，
我真不敢想象能有今天的我。”回忆起邓岩院和孟
黎明的渊源，李元军政委笑着说：“这小子小时候
常到村委会的院子里摘芒果，被小孟抓到，没责骂
他。两人就熟了起来。”

从那时起，这个傣族少年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橄
榄绿的种子。然而，他的梦想在现实面前却显得有
些奢侈。母亲体弱多病，父亲右下肢截肢，家庭的
贫困让邓岩院的求学之路充满艰辛。

“我们去村里走访，乡亲们都说这个娃娃学习
好。”孟黎明回忆说。从此，孟黎明成了邓家的常
客。在邓岩院看来，小孟哥对他最重要的帮助是精
神上的鼓励与指引。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邓岩
院不仅考上了公务员，还如愿当上了边防武警。

村民们生活的变化，得益于孟黎明带领他们
走的致富路。在传统种植水稻、甘蔗的基础上，
孟黎明和队友们先后为法帕村引进鲜红圣女果、
甜脆玉米、奶水牛等 5 个种养项目。村民们说，
小孟在村里，他们的好日子就能长久，未来就有
奔头。村民们的言语中透着对生活的满足和对孟
黎明的感激。

这些年来，文物艺术品收藏从参与人数
到资金投入，规模都是空前的。但是，文化
艺术品收藏过程中存在的乱象不容忽视，比
如造假、卖假之风猖獗，鉴定市场不规范
等。文化艺术品鉴定市场的诚信危机由来已
久，一方面是技术问题，另一方面更是道德
问题。

现实中，有的鉴定专家手一挥，短短十
几分钟就能给几百件收藏品宣判“死刑”。
这对文化艺术品来说是极不负责任的。他们
所否定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民间收
藏品和收藏家。

很多民间收藏家对文化艺术品往往“一
掷千金”，甚至“守候一生”。有的人把多年
的积蓄都用在了收藏上。如果有一天，某个
所谓的专家随便看了两眼，就说珍藏多年的
藏品是假的，这对收藏者来说，无论是精神
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巨大的打击。

这种现象确实需要改变。因为，随着
市 场 经 济 发 展 ， 收 藏 不 仅 是 一 种 个 人 爱
好，更逐渐成为一种投资行为。而要想文
化艺术品市场健康发展，需要规范文化艺
术品鉴定市场，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鉴定
标准问题。

目前，首先要加快建设既有资质、又有
技能、符合德技双馨标准的文物艺术品鉴定
师队伍。其次，按照“协会标准”、“行业标
准”、“国家标准”“三步走”的实施办法，
逐步建立艺术品鉴定的标准体系。再次，完
善公正、公开、透明的古陶瓷老化痕迹鉴定
服务程序和鉴定体系，建立文物艺术品科技
鉴定行业标杆。运用传统“眼学”和科技检
测交叉融合的鉴定形式将是一个大趋势。可
是，当下技术鉴定推广难的阻力主要来自于
传统观念和现实利益。可以说，依法综合利
用科技手段为当代艺术品和古代艺术品“把
脉”，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作者系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副会
长、艺术品鉴定与评估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