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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鉴定结果是否准确，
这类鉴定+销售的在线收藏平
台都很好地抓住了多数初级收
藏爱好者对鉴定的需求，使得
平台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
用户。据李春标介绍，收藏联
盟 App 每月交易额为 100 万元
左右，当谈及目前这种不收费
的形式是否会继续延续时，他
表示，“虽然现在的活跃度还不
错，但整体来说还未达到预想
的程度，用户数量以及板块内
容都需要完善，如果收取用户
的会费却不能为用户带来价
值，这未必是件好事”。

不得不承认的是，近年来
天价拍品频现拍场，鉴宝节目
中的高估价让不少藏家想当
然地认为能从各种渠道淘到

“国宝”、捡漏，从中获利。对
于藏品的持有者来说，藏品的
真伪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正是
基于这种赝品当道和收藏心
态的浮躁，才让一些鉴定平台
有了可乘之机，鉴定乱象也更
加猖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藏品的
真伪往往是大多数藏家的关注
焦点，谈及对于在线鉴定的看
法，藏家张先生表示，虽然自己
也觉得仅靠图片鉴定是片面的，
但如果鉴定免费或是价格不高
的话，自己仍愿意尝试。不难发
现，在线鉴定板块已经成为许多
收藏网站或收藏类App引客的
重要渠道，而在其背后除了希望
藏家能够参与平台交易外，还存
在一些不法行为。诸如一些免
费鉴定被鉴定为真品后，平台会
引导藏家参与拍卖活动，以制作
图录为由，收取费用，还有一些
平台的负责人表示，在线鉴定是
希望通过鉴定的契机扩展线下

的培训业务。
在清华大学特聘讲师、古陶

瓷收藏鉴赏家汪帮宏看来，“民
间收藏助力心态已经成为民间
收藏乱象频生的重要原因，花钱
买证书、乱收鉴定费更是民间收
藏中常见的事情。”他表示，一方
面，鉴定活动的开展对民间收藏
起到了积极地宣传作用，另一方
面，如今的鉴定活动不乏一些盈
利行为，这需要加强规范和制
约。

其实，除了依靠照片鉴定
存在误差和鉴定证书不靠谱
外，在线收藏平台还面临着诸
多问题，比如有用户反映平台
服务滞后，鉴定的藏品几天都
未获得回应以及准入门槛较
低。在鉴定板块中不难发现，
一些用户发布网络上的图片要
求专家进行鉴定的情况，这严
重搅乱了平台的鉴定秩序。此
外，准入门槛较低几乎是所有
在线收藏平台的通病，北京商
报记者在一款名为“四川铜币”
的 App 上发现，该平台所推荐
的几家公司中有多家公司都在
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上被列
入了经营异常名录。

对于在线收藏平台的未来
发展，刘彤表示，电商的销售模
式更适合标准化，能够被重复购
买的商品。而对于艺术品这类
商品来说，需要买家具有一定的
专业基础，因此不建议没有古玩
基础，只是为了某些经济利益的
收藏小白在互联网上交易。但
是互联网的确搭建了一个买卖
的桥梁和交流沟通的渠道，而要
想良性运作也对收藏平台能否
运用好互联网思维实现线上与
线下的结合和提高信誉度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北商）

仿古瓷器被鉴定为真品
——艺术品在线鉴定之谜

在从不缺乏假货、赝品的古玩圈内，自古以来鉴定靠的都是专家、行家的眼力。在互联网技术广泛
应用的今天，各类集资讯、销售、专家鉴定为一体的收藏类App不断涌现，这些平台推出的在线免费或
低价鉴定等业务也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藏友。但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很多平台只是抓住了
用户关注“真伪”的心态，将在线鉴定作为引客噱头从而开展其他交易。而某些平台则将售价仅为64元
的仿古瓷器鉴定为价值10万元的真品，还有平台更是将一些从未参与在线鉴定的知名专家堂而皇之地
挂在平台的“专家组”内……

随着收藏热的不断发酵，文
物艺术品市场鱼龙混杂，在利益
的驱使下，造假团伙的造假水平
也越来越“高明”。从被原故宫博
物院的 5位专家估值为 24 亿元的
两件“金缕玉衣”，再到南宋官窑
博物馆“壶王”受质疑的“宋瓷门”
事件，古玩圈从不缺少以假乱真、
专家“打眼”的故事，尽管一些专
家在断代、胎釉以及书画的绘画
风格上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经验
积累，但近几年来专家“打眼”事
件依然频频出现，文物鉴定面临
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而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
用，在线鉴定的出现打破了时间与
空间的距离，使得藏家足不出户就
能为自己的藏品进行鉴定。记者在
浏览一款名为“收藏联盟”的 App
时发现，该款最初以钱币收藏为主

要内容的App因为兼具内容资讯、
搭建买卖桥梁以及免费鉴定等功能
引起了众多藏家的关注，藏家可以
将想要鉴定的藏品拍照后放在平台
上请专家进行鉴定。经鉴定后，专
家会给出“真品”或是“打眼”的鉴定
结果，对藏品所属的年代等做出详
解，并给出参考价格。

记者发现，鉴定板块中的一件
“大清康熙年制”款瓷器引发了用户
的热烈讨论。这件带着“康熙”款识
的瓷器被平台专家鉴定为真品，在
专家给出的详解中写道：依据图片
判断本藏品为：青花瓷碗大清康熙
年制（真品），市场参考价格为10万
元左右。在该件藏品的用户评论
中，原本一片叫好的评论区中几个
质疑的声音显得格外醒目，有藏友
称是晚清仿制品，值 1000元左右，
还有网友称图片是淘宝店家的销

售图。
随后，记者在淘宝上的确找

到了与该鉴定图一模一样的销售
图。卖家给出的商品说明为“景
德镇仿古青花瓷器”，售价为 64
元。即便此类情况在收藏联盟平
台上并不常见，但就是这样一件
仿古制品竟被平台专家鉴定为价
值 10 万元的真品，不得不让人再
次对收藏联盟平台的鉴定水平产
生怀疑。

面对这样的质疑，收藏联盟
App 创始人李春标表示，“一般我
们是不接受从网上抠图放到平台上
鉴定的，通常看到此类情况我们会
否决掉，像这样的乌龙事件还是十
分少见的，后期我们也会逐步完
善”。本身就是资深钱币收藏爱好
者的李春标也坦言，相比钱币鉴定，
瓷器的鉴定更为复杂。

众所周知，文物艺术品的鉴定
讲究的是上手鉴定，只有看实物、
上手触摸才能更加准确地判断真
假，不仅收藏联盟App如此，目前
市面上几乎所有的 App都是依靠
用户所发布的图片来鉴定。有业
内人士认为，只靠图片来鉴定在古
玩圈中是十分避讳的，因为依靠图
片就能辨别真假的概率仅为50%-
60%，所以真正的内行人是不会仅
依靠图片就判断真假的，要想做出
真假的结论还需要上手看实物。

然而，中国收藏家协会互联网+
收藏委员会主任刘彤却提出了不
同的观点，他表示，看图片鉴定并
不是线上鉴定问题的根本，因为古
玩行本身讲究的就是收藏者的眼
力和交易双方的信任度，照片鉴定
并不影响平台本身的交易。像国
外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收藏品电商
平台，也是靠图片来交易，因为卖
家有着良好的信誉和完善的背书，
仍能获得较好的交易额，但就目前
国内收藏品市场的现状，这种信任
的建立尚需时日。

虽然业内对图片鉴定的方式
褒贬不一，但目前由平台上的专家
进行图片鉴定依旧是各大在线收
藏平台主要的鉴定方式。那么，这
些参与在线鉴定的都有哪些专家
呢？收藏联盟App中的“专家”栏
显示，专家组共有26位带有姓名及
介绍的专家，多数为不同领域的专
家或鉴定师。除此之外，还有3个
负责不同领域的“收藏联盟专家
组”和一个负责资讯内容的“收藏
联盟”。然而，在鉴定板块中，给出
鉴定结果的落款均为“收藏联盟专
家组”，并未见上述26位专家。为
此，记者向该平台上的一位专家进
行求证，该专家表示只是在平台上
发表文章，没有参与鉴定。

当谈及平台上列出的知名专
家为何没有参与鉴定时，李春标表
示，这些专家只是没有与用户互
动，实际上，根据照片进行鉴定，很
多专家在眼力上仍有所欠缺，不如
长期在市场上实践的专家，一般长
期在市场一线的专家一眼就能辨
别出藏品的真假。

其实，目前国内文物造假已经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条产
业链拥有超过30万从业人口，每年
收入超百亿元，鉴定已经成为造假
产业链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中国
文物学会会员、云古玩公众号创始
人刘嘉告诉记者，“正是因为造假
团伙对专家鉴定的方式和视角过
于了解，因此只要造假者规避掉这
些鉴定方式就可以将赝品仿得滴
水不漏。虽然依靠经验鉴定是古
玩行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无论是专
家鉴定还是民间鉴定都有一定的
缺陷。对于专家鉴定来说，国营文
博机构的专家过手的大多为真品，
其知识储备多来源于过去的传承，
在造假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仅依
靠文献知识来鉴定必然会出现一
定的偏差。况且，根据国家鉴定委
员会的相关规定，不允许国营文博
机构的专家为社会鉴定。而民间
群体的鉴定就更为复杂，商人、收
藏家、爱好者混杂其中，他们的鉴
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金钱，因此这
样的鉴定一定不够客观”。

除了在线收藏平台看图鉴
定不靠谱之外，还有一些平台
则用可开具鉴定证书来吸引眼
球。

记者在浏览一家名为“鉴
宝网”的网站时发现，该网站有
偿提供鉴定业务，并在鉴定后
针对真品出具相关鉴定证书，
该网站出具《鉴定证书》收费标
准及原则显示，出具《文物鉴
定证书》必须有三名鉴定专家
鉴定后签名，三名鉴定专家必
须背对背地鉴定，并在出具《文
物鉴定证书》“确认书”上签字；
出具《鉴定评估证书》必须有两
名专家鉴定后签名，两名鉴定
专家必须背对背地鉴定，并在
出具《鉴定评估证书》“确认书”
上签字；出具《艺术品鉴定证
书》必须有两名专家鉴定后签
名，两名鉴定专家必须背对背
地鉴定，并在出具《艺术品鉴定
证书》“确认书”上签字。鉴定
费由藏品持有者自己承担（每
名专家鉴定费 600-3000 元不
等）。

而该平台出具的鉴定证书
也同样需要收费，该网站的收
费标准显示，每个《文物鉴定证
书》收费5万元，系“中国文物信
息咨询中心文物鉴定研究室”
出具。记者在中国文物信息咨
询中心官网查询发现，该机构
并没有“文物鉴定研究室”这一

机构，与之名称相近的仅有“研
究室”，而“研究室”的职责主要
包括文博事业信息化发展规划
和专项规划制定等，并没有“文
物鉴定”的相关职责。而每个
《鉴定评估证书》收费为 8000
元，系“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
会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出
具。记者也在中国国际书画艺
术研究会官网上查询发现，该
机构并没有设立“鉴定评估专
业委员会”，只有“鉴定艺术专
业委员会”。

此外，该网站上还显示，
“凡出具证书者，该藏品自动进
入‘民间珍藏文物登记认证系
统’”，而这一“民间珍藏文物登
记认证系统”也只是这家网站
自行设立的一个系统。对此，
刘嘉表示，虽然在工商注册
时，公司可以开展文物鉴定的
相关业务，但是目前所有面向
民间文物的鉴定都是不被国
家认可的。而且，不仅“民间
珍藏文物登记认证系统”的权
威性备受质疑，仅凭三位专家
的意见就纳入系统显然也是片
面的。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线鉴
定本来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存
在，真正的高仿艺术品很难通
过图片分出真伪，而是要上
手。而普通的赝品往往没有鉴
定的必要和价值。

看图鉴定不靠谱

64元仿古瓷器被鉴定为真品

不被承认的鉴定证书

低价鉴定只是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