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品圈子最近有件不大不小

的事情——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

机构联合牵头成立了一个国文大都

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就在北京，面

向社会提供真实的“鉴宝”服务。

外行人眼里，这是一个无关痛痒

的小事。全国几千家艺术品鉴定中

心，专家多如牛毛，再不济，还有各个

电视台组织的鉴宝节目，早就不稀

奇了。

但是在业内，这个消息却着实令

人震惊，倒不完全是因为牵头的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是由国家文物局主

管的全国公募性公益基金组织，具有

官方背景，更多还是因为这个新成立

的鉴定中心在全国首个打出了“真

实”的旗帜，承诺所有鉴定结果“内行

认可，外行放心”，保证真实。

对艺术品市场稍有了解的人都

知道，鉴定保真有多难。造假制假的

技术一直在创新，造假者有时比专家

们掌握的技术还先进，再加上几千年

来浩繁的中国历史，老祖宗们留下的

艺术品种类数量都是天文数字，即使

专家也很难保证自己见全了，摸通

了，稍不留意就会走眼。如果是全球

艺术品市场，那就更复杂了。

所以，全球拍卖行业的规矩都是

不保真，且《拍卖法》中对拍品的真伪

品质有免责条款，即使售假也无从

追责。

这条基于现实考虑的规矩，在无

形中助长了一部分人浑水摸鱼、造假

牟利的私心。以假乱真、真假不分，

是艺术品尤其是文物艺术品市场长

期存在的潜规则。不少鉴定人员为

了经济利益，怕得罪人，甚至为了收

视率，提供了虚假鉴定结果。全国数

千家艺术品鉴定中心，有的给钱就给

证，导致了不少人上当受骗。2018年

1月，公安部官网通报破获一起特大

制贩假冒名家书画作品案时披露，犯

罪人员主要由擅长模仿名家书画作

品的制假人员、个别书画鉴定专家、

假书画买卖中间商、少数拍卖公司工

作人员等构成。公安机关还发现一

些书画作品专业鉴定人员主动参与

造假贩假，一些制贩假人员骗取知名

书画家亲属或其他知名人士为伪作

鉴定、与伪作合影。再加上一些拍卖

公司对征集作品的真伪筛查程序流

于形式，都对假藏品流入市场起到了

推波助澜作用。

现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创办

的鉴定中心率先喊出“真实”，让人好

奇，能做到吗？

据了解，该中心采用行家鉴定和

专家鉴定两级鉴定方式，先由资深行

家对艺术品进行初审鉴定，然后由艺

术品各类别专家进行复审把关。鉴

定专家团队均由来自国家博物馆、故

宫博物院等业界权威人士组成，在鉴

定时采用“背对背”方式，即专家之间

彼此不互相影响，明确标出真或伪鉴

定结论并签字。

同时，中心还通过高科技的专业

仪器进行检测，利用科技手段实现

“保真”。所使用的专业检测仪器，与

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

馆等海内外知名文博机构所使用的

检测仪器相同，在技术检测手段方面

达到国际水准。对于鉴定为真品的

艺术品，该中心还将出具专家签字的

鉴定证书，并采用多种防伪技术，降

低伪造风险。

从这些措施来看，该中心还是做

了充分准备，打算对潜规则说不，勇

气可嘉。

都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这些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艺术品交

易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艺术品市

场潜在需求大约为 2万亿元，艺术品

市场及其收藏爱好者参与人群已经达

到近1亿人，市场潜力巨大。这个市场

如果长期陷于真伪莫辨，将损害收藏

者的信心，无法健康发展。现在，官方

版“鉴宝”亮相，能不能树立行业标杆，

净化环境，可以拭目以待，也期待更多

的艺术品收藏从业者爱惜自己的羽

毛，让这个行业回归真与美。

旅游文学，

远方别走偏

□ 袁跃兴

官方“鉴宝”，“真”不难

□ 佘 颖

“共享”乱象

几时休
□ 咏 瑾

作为一个新手妈妈，每当我双手抱娃

不能“自食其力”时，就特别期待电影中的

未来场景赶紧兑现：点点头，窗帘就自动关

上；眼一眨，空调就自己打开；意念一动，心

中所想就马上全息投影；一切需求靠着人

工智能的算法就能不费吹灰之力精准

解决。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

的。在我最需要帮忙时，不仅上述情景

还是个梦，就连台能帮我端个茶倒个水

的服务机器人都没个影儿。此时我总有

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新闻上你们老激动

地告诉我，“未来已来”，可是，“未来”在

哪儿呢？

还记得两三年前，朋友欣喜地告诉我

自己用上扫地机器人了！“刚开始没那么好

用，效率低下还不如直接用吸尘器，后来升

级换代，明显好用多了！”她总盼着服务机

器人就这么如星星之火燎原出一片璀璨之

光，各种功能的机器人不久便会接踵而

至。不料这两三年过去了，落地人间的还

是这扫地机器人一枝独秀，不知为什么，商

家总是对着“扫地”“墩地”“除尘”死磕，市

场上再翻不出新花样。

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世界机器人大

会”，仿佛充满了未来场景：这里的机器人

跳舞、书法、唱歌、打球样样精通，可是再细

看，端盘子的机器人就真的仅能担负一个

托盘的重量；炒菜机器人需要人类把所有

配料配好给它；个别机器人受不了嘈杂的

环境已经变得“意识不清”无法正常运转；

许多简单的人类动作对机器人而言仍然是

难以逾越的障碍。说到底，这些机器人只

是在接受代码并被动完成任务，怎么看都

不像个“未来人”。

诚然，在人工智能或机器人这些未来

科技最具代表性的领域，的确呈现出一抹

亮色。我们看到阿尔法狗大胜人类棋王，科

大讯飞的语音识别越做越好，虚拟机器人

在咨询服务中承担起重要角色，机器人流

水线作业下诞生了无人工厂……机器人仿

佛功能越来越强大，也在变得更有智慧。

但是，这些离我们期许的“未来”还很

远。从全球来看，服务机器人已是风起云

涌，技术却还不成熟，智能化水平低。面对

偌大的消费需求，落地市场的产品寥寥无

几，资本狂热地投入下，至今没有一家商业

化成功的企业。

再看工业机器人，即便在技术水平相

对较高的几个发达国家，机器人的运动精

确性、作业平稳性、布局多样性和操作易

用性都有待考验，它也并没有成为解决制

造业问题的万能钥匙，相反，还带来了人

才结构调整、伦理重塑等新问题。而在我

国，工业机器人在控制器、伺服电机、减

速器三大核心零部件方面，还存在卡脖子

的难题，核心技术没有突破，盈利能力并

不强，同时市场份额也在萎缩。

所以，实在不必在资本的喧闹和创业

高潮的裹挟下，大呼“未来已来”。“未来”到

来的每一步都没那么容易，还有很多技术

难题没有攻克，还有很多实验室的成果落

地不了，还有很多炫酷的产品只是概念，甚

至还有很多人类根本没探索到的未来领域

有待去发现。对待“未来”，我们需要多一

点耐心，多一份科学精神，多一些头脑发

热、气血上涌之外的实践和努力。

所以，“未来”，它一定会来。

“ 未 来 ”在 哪 儿
□ 杜 芳

公德良俗让位于快

速增长，失控的“共享精

神”何以身败名裂、沦为

众矢之的

官方版

“ 鉴 宝 ”亮

相，能不能

树立行业标

杆，净化环

境，我们拭

目以待

对待“未来”，我们需要多一点耐心，多一份科学精神，多一

些头脑发热、气血上涌之外的实践和努力

希望看到能够表达真实

的自我探险和自然情怀的旅

行文学

这几年大量的旅游文学、书籍，引领了旅

游文化风尚。但是，这类图书存在的问题，也

不容忽视。

旅游图书的兴起，是因我国旅游市场崛

起、大众休闲旅游的文化意识逐步提升而发

展起来的。不过，早期旅游图书大都是实用

指南类图书，这类旅游图书并非真正意义上

的旅游文学、图书，文艺性比较差，更谈不上

文学性。

随着互联网兴起，旅游网站以及生活服

务类 APP 的使用，让传统指南类、资讯类旅

游书籍渐行渐远。旅行书开始从“美景”记录

转向“自我”表达，大量基于个人情感的游记

登上书店、机场和咖啡馆的货架，进入畅销榜

单。这种变化，是旅游文学、旅游审美意识的

觉醒，成为旅游文学图书发展的文化驱动力

和精神渴求。

前几年，有一本畅销旅行散文集，作者足

迹踏遍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十几个国家，卖

力写了近 300 页。但读者翻开后一看，一半

是照片，一半是恋爱记录，末尾还附上了情感

指南。这样的旅游图书，不仅内容注水，也有

违于旅行的探险、发现、追寻和获取思想等文

化精神意义，读者收获不大，旅行的“梦想”仍

停留在文艺幻想阶段。

还有一些旅游图书，会设计如下浪漫套

路。首先，这类书的封面，会选取开阔的公路

风景照片，插图往往是不露全脸的旅行者，或

背对镜头伸出手，或背包坐在路上；其次，腰

封上会注明“出走×年”“××种放纵人生的

旅行”“这辈子一定要去的××”“你和××之

间，只隔着一张火车票”等推介字眼。

这些旅行书，包装上的文字基本上用的

是鸡汤文，比如“诗与远方”“理想”“自由”“漂

泊”“逃离北上广”，等等，向读者诉求，人们会

丢下所有的疲倦和理想，带着相机，远离繁

华，走向空旷。这样的旅游图书，还算不上是

文学图书，从书籍的装帧设计和包装上仅仅

渲染的是一种流行的“文艺腔”，基本上还是

属于“心灵鸡汤”类的范畴，仍未能摆脱内容、

思想和情感的浅显、平庸的弊端。

一位作家曾指出，这类旅行图书是“伪旅

游文学”，“一味玩弄文艺和‘鸡汤’，看似为一

些读者创造了宣泄情绪的出口，但经不起现

实的旅行的考验和挑战。因为，一颗说走就

走却自我膨胀的心，往往会让旅途最终不尽

如人意，用浪漫元素包装出的远方，刷的只是

自我存在感，眼前所见也注定偏狭”。对这样

的旅行文学图书，作为热爱旅行的读者，肯定

用脚投票，不会买账。读者希望看到的，是能

够表达真实的自我探险和自然情怀的旅行

文学。

今天的时代，正像有人所说：我们处在一

个真正的缩减的旋涡中，缩减仿佛是一种宿

命，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旋涡中，友谊

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

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

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冒险

精神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总之，一些

我们期待的生活方式的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

实用价值，失去了本来的面貌。

这正是我们处于的时代精神生活情形，

物理空间上的距离正在消弭，旅游或旅行变

得日益抽象化、疏离化。旅行的便捷，削减了

单纯的风景描写和历史介绍的吸引力。人们

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欣

赏全球美景。再没有哪里是神秘的。同时，

文学中的“旅行的意义”正在被消解。

总之，那种流行的畅销的“伪旅游文学”，

徒有一点“文艺范”的旅行图书，是永远打动

不了读者那颗热爱“诗与远方”的冲动和冒险

的心灵的。他们需要的旅行文学、图书，或他

们阅读旅行的文学、图书，应是一种自我和灵

魂的观照；或痛苦地找寻适宜进行文学艺术

创作之地；或行走于内心世界的道路；或从存

在的狂热困境中逃脱出来，寻找心灵的故乡，

寻找精神的避难所，寻找救助之光；或执着之

路，不退却，永远前行；让文学在路上、让灵魂

在路上，让生命接近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渴求

和皈依……

近日，包括同住拼房“睡睡”在内的

多款酒店拼房 APP引发争议。仅以“睡

睡”为例，8 月 22 日上线后风头正劲，打

着“共享酒店床位”的旗号，实则以性暗

示为噱头：“和 TA 一起睡，重返 20 岁”，

距离9月7日下线不过短短两周时间，便

聚集了 80 万注册用户的人气。在接受

采访时，该 APP负责人满口冠冕堂皇的

“共享”旗号，事先拟定的《免责声明》滴

水不漏：“平台只提供床位信息，任何法

律责任及经济损失概不承担。”

如此“共享经济”的本质究竟如何，

明眼人一望便知。联想到风波尚未平

息的滴滴事件前，原滴滴顺风车事业部

某负责人曾大放厥词：“私家车也能成

为一个社交空间”，让人不觉阵阵齿

冷：共享经济的底层驱动力，绝不该以

女性的人身安全为诱饵，大打情色刺激

的擦边球。

公众欢迎“共享”这样的新生事物，

是因为它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在释

放部分冗余社会资源的基础上，能为人

们带来切实的生活便利，诸如顺风车分

摊油钱、“沙发客”分享床位，如果纳入严

格的监管，经历有序的发展，未尝不会成

为现有公共服务的有力补充。但是，当

这样处于“试水期”的新生事物一旦急功

近利，一方面制造刺激性的噱头吸引更

多用户关注，另一方面又急于给资本“讲

好故事”，只为短期之内吸取更大规模的

红利、成为万众瞩目的成功样本。公德

良俗让位于快速增长，失控的“共享精

神”迟早会因某个黑色事件而脱离轨道，

在凌空一跃后不但没有成为闪亮的明

星，反而身败名裂、沦为众矢之的。

在笔者看来，不管是滴滴顺风车事

件还是如今的“睡睡”事件，其核心问题

是多方监管的缺失而导致安全出现了真

空地带。共享经济作为新兴事物，政府

监管其实相对滞后；而企业作为“既得利

益者”，指望其单方面自查自纠并不现

实。这里需要考验相关监管机构的快速

反应能力，不能仅是顺风车出现问题就

对症下猛药，所有的关注度就聚焦于行

车安全中的人身问题，而要针对现在日

新月异的共享经济市场，出台更为全面、

具有行业普适性的监管制度，才能釜底

抽薪地根治种种“共享”乱象。

同时，企业也要认清何为自身的良

性发展路径，如果仅靠一些难登大雅之

堂的噱头哗众取宠，短时间内会吸引流

量，更会埋下极大的隐患，只有真正做

到“惠之于民”，增长性与美誉度互为

促进，才能实现自身的稳步发展。最

后，也请消费者们擦亮眼睛，共享经济

归根结底也是众多经济形式的一种，而

一切经济的本质无非等价交换，当你得

到的“实惠”远远低于市价时，你就该仔

细想想：自己有可能会付出怎样高昂的

代价？

前几日，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

芳先生辞世，引发了众多听众的悼念和

缅怀。

我们知道，单田芳评书代表作《三

侠五义》《白眉大侠》《隋唐演义》《水浒

外传》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曾

有一个时期，他那极具磁性的低沉沧桑

浑厚的声音“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分解”，每天中午和傍晚都会回荡在大

街小巷、出租车上、那手握收音机的三

五市民中间……有听众说，对于许多

“70后”“80后”的男生来说，评书是陪伴

他们走过童年的大众文艺，跟现在年轻

人疯狂“追剧”一样，是那个时代的文化

记忆。

1954年，单田芳先生走上舞台，说

书六十余载，听众多达六亿。家喻户晓

的单田芳，说了半个多世纪的评书，几

乎讲尽英雄传奇、才子佳人的故事，而

单田芳本人的一生也是颇富传奇、精彩

绝伦。

单田芳不仅是评书大家，也是文化

大师，他无愧于这些艺术的称号和荣

誉。笔者以为，单田芳执着于评书艺术

的传承的奉献精神，有老一辈评书艺术

家为人为艺的一贯人格风范，是文化大

师留给我们的一种艺术尊严和精神

财富。

“有井水处，听单田芳。”单田芳

的评书艺术作品来自生活、源自民

间，把握艺术气脉、跟随时代发展，

以鲜明的大众化语言特色获得了人们

的喜爱。他的评书也将不同领域和地

域的人们聚在一起，据说每天有1亿

人在听他讲故事。这样的一个听书文

化阶层，非常广泛，来自各行各业。

单田芳的评书来自民众，又说与他

们，单田芳所说的关于大侠江湖之类

的内容，再加上他的平民精神气质，

更适合普罗大众来听。

凡名人皆会出传记，但在写自传

上，单田芳颇费踌躇、犹豫再三。他说，

在出版自传上他有一种自卑感，充其量

自己是一个平民百姓、草根艺人。自传

是属于英雄豪杰的，自己既无丰功伟

绩，又没有叱咤风云的事迹，曾想放弃

传记，“但是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总结后，

我觉得我的故事得写出来，从大处说年

轻人可以了解历史的苦难，珍惜现在的

生活。从小处说可以告诉大家如何干

一行，爱一行”。他是始终把自己定位

在“一个平民百姓、草根艺人”社会角

色中。

单田芳具有英雄情怀和英雄理

想。他从《三国》《隋唐演义》《大明英

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

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他

说“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

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

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这种英雄观，朴素自然，充满民间英雄

色彩，充满侠义肝肠、英雄气胆。

单田芳来自民间、来自底层，他更

懂得社会下层的生活、民间百姓生活的

艰难。他的人生长河中，不仅亲历了战

争，也目睹了家人困顿，因此他才更珍

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珍惜每一次说

书的机会。他说“一辈子想来，人间的

苦，大部分我几乎都受过，什么脏活累

活我都干过。回过头来，我觉得挺光

荣、挺自豪，就因为我受过那么多苦，我

从那里头锻炼过来的，我不娇气。再苦

我也不怕。”这经历的底层社会生活、际

遇、命运，决定了他的艺术追求，是为人

民大众服务，是为老百姓提供文化精神

食粮。

单田芳是一个真正长在大地上的

艺术家，他从不跟风，只顾埋头说

书，用评书来跟大家认识，用作品征

服听众，这种专心致志的工匠精神很

难得。不同于很多曲艺界人士常年活

跃在各种活动中，单田芳总是体现出

一种安静的力量，它具有平民说书家

的品质，耐得住寂寞，坚守得住自

我，见自我见天地才能见众生，他是

自然生长的艺术家，就长在老百姓的

心目中，对于这样一位老艺术家，他

获得终生成就奖是水到渠成、瓜熟蒂

落、实至名归。这“不跟风”“埋头说

书”“工匠精神”“安静的力量”“坚守

得住自我”是单田芳作为一位文化大

师的为人、为艺、人格、境界、追求

的最好的注脚和写照。

一生拥有无数听众，单田芳用整个

演艺生涯诠释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

的口碑”。他不重艺术的虚名头衔，重

百姓的“口碑”、大众的认同，这是他的

艺术生命力的基础所在，是他的文化的

根、艺术的根、精神的根。

有井水处，听单田芳

□ 杜 浩

一生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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