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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冯小琦和彭晓阳都
赞成，尽管技术鉴定这一后
起之法在鉴定古陶瓷上有一
定作用，但也不能取代传统
经验方法，因为这两种方法
都有各自不足。

其中，专家的传统经验
鉴定更多地建立在个人经
验、经历上。鉴定者是在建
立了标准器体系的情况下比
照鉴定的。鉴定者长期接触
了大量古陶瓷标准器后，在
脑子里建立了数据库囊括了
古陶瓷各个时代不同窑口的
本质规律。由此，鉴定者鉴
定时间长短、接触“标准器”
的多少都成为鉴定关键。

而技术鉴定也需要不断

的实战积累，建立数据库。
“由于我国技术鉴定起步较
晚，数据库积累得不多，因此
也存在不足。相比之下，牛
津大学的检测由于起步早，
数据库积累得多，相对更有
信誉度”，冯小琦告诉记者，
在两种鉴定方法都有不足之
下，最可靠的是将两种鉴定
方法综合使用。

而目前，国内文博界还
是更偏向传统经验鉴定。据
冯小琦介绍，目前故宫在做
瓷器藏品鉴定时，往往会请
四五位专家进行鉴定，并采
取一票否决制度。其中对于
争议比较大的，就会借助技
术鉴定这种辅助手段。

而上世纪 50 年代后，比
较系统的古陶瓷的科技研究
逐渐展开。类似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科学研究院
的冶金陶瓷研究所内成立
了中国古陶瓷研究小组，即
后来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
研究所。从上世纪 80 年代
左右，科技检测方法正式介
入到古陶瓷鉴定中。故宫
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馆员、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冯小琦专门研究古陶瓷，她
告诉记者，目前关于古陶瓷
的技术鉴定有很多，包括测
成分、测年代的。

“技术鉴定对古陶瓷鉴

定有一定的帮助”，冯小琦
指出故宫博物院在 2005 年
陶研中心成立时购进一批
仪器，近两年开始运用到
对古陶瓷的鉴定上。前年
开始，作为宋代官窑瓷器研
究课题的一部分，他们利用
无损检测仪器完成了对 50
余件陶瓷文物的分析测试
工作，“这对故宫官窑研究
还是起到一定的帮助，利
用仪器检测，我们发现部
分 官 窑 的 成 分 属 于 河
南 。 一 直 以 来 学 界 认 为
是南宋官窑，但接近河南
的就应该是北宋时期在北
方生产的”。

传统眼学以经验为主
瓷器收藏风气可以追溯

到南宋时期或更早。而随着
收藏系统化，专门辨别瓷器
窑口、年代的研究随之而
起。此后由于利益驱使，

“瓷器作伪现象”也应运而
生，对瓷器的鉴定扩散至对
真伪的辨别上。由此，也产
生了鉴别古陶瓷最传统的方
法。藏加网执行总裁彭晓阳
指出，这一类传统经验鉴定

方法被称为标型学或眼学。
一直以来，瓷器鉴定专

家 的 鉴 定 法 宝 便 是 依 靠
“目、手、耳”三者并用，并依
靠世代相传的鉴定理论及与
大量实物接触所积累的经
验，通过与传世“标准器”的
比对来判断被鉴定品的年
代、窑口、真伪。此外，窑址
出土标本、考古学出土文物
也成为比对的“标准器”。

技术鉴定用仪器说话

■ 孰优孰劣

两种方法综合使用最可靠

近日王刚主持的《天下收藏》节目被质疑
“误砸文物”引发不少争议。前日，北京市文
物局委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四位专
家，对展出的被砸赝品进行了鉴定，专家一致
认为这些确为现代仿品。

近年来随着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活跃，催
生了民间鉴定环节的蓬勃发展，电视台鉴宝
类节目也是由此而生。究竟怎样的瓷器鉴定
才算权威，瓷器文物专家又是依靠什么鉴定
法宝能判断一个瓷器的真伪，本报专访相关
专家以期揭开瓷器鉴定的真相。

C04-C05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李健亚

文物鉴定节目引争议，本报采访专家详解传统、现代瓷器鉴定方法；缺乏权威鉴定机构成最大问题

鉴定瓷器，经验与技术两手都要抓

目前国内民间文物
鉴定权威鉴定机构的缺
席原因，谢辰生认为是
我们的制度还没跟上时
代发展。谢辰生曾主持
起草 1982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当
时起草文物保护法时根
本就没有所谓的文物艺
术品市场，因此也便没
有民间鉴定需要文物鉴
定资质、资格这一方面

的考虑。谢辰生认为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最主
要 的 还 是 制 定 一 套 规
矩，类似建立文物鉴定
资质资格管理制度。

实 际 上 ，今 年 3 月
底，国家文物局在京举
行新闻发布会就年度重
点文物工作进行通报时
指出，要根据文物保护
法的要求，推动建立文
物鉴定资质、资格管理
制度。不过，昨日国家

文物局新闻与宣传处李
姓工作人员在接受新京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一
管理制度目前还没建立。

而据记者了解，一
些 不 是 在 文 物 鉴 定 资
质、资格管理制度保障
下建立的鉴定机构也面
临 着 撤 并 的 危 机 。 比
如，2011 年 8 月 12 日文
化部发布公告撤销了文
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
艺术品评估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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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缺乏权威的鉴定机构

收藏热令古陶瓷鉴
定成为一个重要环节，
相应地也有各种类型的
鉴定机构应运而生，类
似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
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
学术委员会文物鉴定专

业委员会等等。对于公
众来说，究竟哪一家鉴
定机构相对权威，结论
或许要令人失望了——
因为没有。

著名文物专家谢辰
生告诉记者，目前我国

还没有文物鉴定资质、
资格管理制度，而类似
权威的国家鉴定委员会
这种机构又从来不对民
间鉴定。由此，对于民
间鉴定来说，也就没有
所谓的最权威的机构。

急需文物鉴定的相应制度

过去文博界有个
约定俗成的规定，即
鉴定文物时听文物界
专家的。不过目前冒
名顶替的专家很多，
一 定 要 认 清 专 家 身
份。同时，一些专家
现在也会混水摸鱼，
明明是研究青铜器的
就 不 要 去 鉴 定 瓷 器
了。

——谢辰生（著
名文物专家）

具体到瓷器鉴定
来说，每个专家也是
各有专长。鉴定时找
专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他们的专长。比如鉴
定越窑就要找当地的
瓷器专家，因为他们
一直实战在第一线。

——冯小琦（故
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
究馆员）

权威的鉴定也包
括广义的市场，对于
藏品的多次买卖就是
个多次鉴定的过程，
最终留下来的应该是
相对可靠的。

——彭晓阳（藏
加网执行总裁）

■ 专家支招

【两种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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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鉴定专家在为哈尔滨市民鉴定瓷器。随着文物市场的发展，民间越来越需要鉴定方面的知识以及权威机构。 图/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