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鉴定收藏如何去适应在过去的鉴定家从未
遇到过的市场的道义和市场拍卖带来的经济的
纠葛？鉴定家除了坚守住底线外，有没有可能
在有底线的情况下适应市场的需求？我们现在
有没有可能在收藏研究方面作出有体系有框架
的调查？在第二届中国“收藏·鉴定·市场·拍
卖”高峰论坛圆桌会议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书
画鉴定收藏学理研究与书画市场拍卖应用研究
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内容为专家的观
点摘录，详细观点可参看艺术典藏官方微信。

陈振濂：完全跟着市场走就是利益曲线
今天收藏已经进入大众，大众的需要除了鉴定要言

之有序之外，还要快速给出结论，但鉴定又不能快速地

给出结论，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过去在博物馆做鉴定的

专家，是非常学术的，没有利益关系。今天的鉴定和现

在的市场和经济、金融、艺术基金有关，它们会倒过来压

迫原有的鉴定。鉴定的市场就力不从心，但不能完全跟

着市场走，因为完全跟着市场走就是利益曲线。例如，

浙大的书画文物鉴定中心，给自己定下了规矩，绝不进

入商业，因为我们希望保持学术的纯净性。

萧平：当文物变成事件时，鉴定家需要适当地发声
这些年中国的研究市场发展很快，也同时出现许多问

题。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把艺术品作为投资，为了赚钱、

增值，这一理念深深地在艺术领域打上了痕迹。大家过多

地看重艺术品的经济价值，而非学术价值、生活中的审美

价值。因为艺术品有金融的属性，会出现售假、造假的问

题，导致现在的造假市场十分猖獗。所以鉴定家要不要介

入，需不需要介入成为了一个问题。但如果不发声，不介

入，可能会使事件更加严重。所以我认为当文物变成事件

时，鉴定家适当的发声对市场的指导是有好处的。

席挺军：搭建一个有公信力的鉴定平台
实际上艺术品的交易在唐宋已经开始，一直存在到

现在。有了交易，就有市场，有了市场，就出现了核心问

题：鉴定。从浙江省及杭州市的艺术市场来看，包括八

个门类：画廊、拍卖、古玩市场、博览会、艺术馆、衍生品、

电子商务、艺术金融产业，这所有门类包括个人收藏都

是离不开鉴定。鉴定和市场、收藏是有矛盾的，因为有

交易就会有炒作，有交易就需要鉴定，所以搭建一个有

公信力的、有认可度的鉴定的平台很重要。

傅申：现在是鉴定收藏的黄金时代
我是师大美术系学画画的，后有机会到故宫博物院

做事，每天的功课就是看藏品，十分过瘾。出国后，我也

作了藏品研究，例如张大千。他和做假画的不一样，他

是随着研究学识的路径，越来越向高处发展。因有一次

我指出画廊的画是假的，但被画廊老板记恨，所以我不

愿意介入商界。现在是鉴定收藏的黄金时代，因为中国

人有钱，外国人竞争不过中国人。

肖燕翼：别人问藏品真假问题，我无法作答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不能搞收藏，同时，我们不能当

任何拍卖行的顾问。还有，现在的收藏家掌握的专业知

识，不比博物馆的人员掌握得少。他们如果要玩，就要

自己努力学习，这就和市场、鉴定搭上了平台。若别人

问真假性的问题，我无法作答。

单国霖：需要国家机构设立一个鉴定平台
原则上，现在博物馆工作人员不参与鉴定，但不参

与鉴定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如果碰到有些问题，司法

机关请专家来鉴定，这牵涉真假、定价问题，这就需要权

威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二、拍卖行的高端拍品的鉴定。

若遇到上亿的拍品，产生了问题后需要由谁负责任。现

在，很多情况都无法鉴定，博物馆人员的经验有限，无法

作出精确的结论。所以，我认为现在需要国家机构设立

一个平台解决这个问题。

王连起：对于鉴定家，鉴“德”更重要
卖东西要吆喝，搞研究不能吆喝，随便介入会有麻

烦。社会有分工，不要担心博物馆不去鉴定，博物馆有

人负责鉴定的。只要出于公心，实事求是，不为了盈利，

都可以介入。对于鉴定家，鉴德十分重要。市场证明了

权威，同时也破坏了权威。过去大家都认为的权威，一

走入市场就会发现真相。鉴定家需要充电、学习，新的

科技手段帮助了造假，同时也促进鉴定发展。

凌利中：既无法脱离市场，那就向市场学习
想说的有三点：一、博物馆的书斋如何面对市场，通过

研究学术发表平台，梳理学术。博物馆还是起到了示范、

引领的作用，不仅在研究、鉴定，通过展览，都对市场监管

起到重要的作用。二、学者对市场的影响很大，有正面和

负面的。作为学界的引领，包括学术和道德的示范，因为

年轻一代自有判断力。三、应该向市场学习，不是指利益，

现在我们无法脱离市场，这也是一种学习的途径。

曹锦炎：回避市场是不正确的
我在浙江博物馆工作了19年，在文物部工作了29

年，我们以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身份参与的，一是

公安部门盗掘文物贩卖文物，二是贪官行贿物，三是拍

卖行的文物。所以，不是说我们博物馆的人员不参与，

采取回避市场是不正确的，但如何参与是个问题。

俞少平：学术界、艺术界应利用好科技手段
通过市场的途径，收藏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收藏，至少

保留了中国文化，但只有真的才是最有

价值的。今后一定是一个智能化的时

代，只要是有形态的东西，仿造十分简

单。我认为学术界与艺术界应当与科

技联系起来，研究使当代的艺术品能有

保证的技术。

方爱龙：博物馆的鉴定家应介
入私人收藏

我的老师的收藏用于教学，他

甚至同意我们带书画回家进行研

究。我作书画研究时，和鉴定有些

联系。鉴定家不会被造假的技术

所迷惑。对于收藏品的调查需要去完成一个相对完

整的框架这个问题，公家的藏品已经开始整理了，需

要考虑一下私人的藏品。我认为，博物馆的鉴定家应

当介入私人的收藏市场，因为学术研究需要这些

素材。

黄厚明：把图像资源拓展成全民的教育资源
作为资深的鉴定家，如何把图像资源拓展成全民的

教育资源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基于图像资源来反映视

觉问题，早期艺术时代，不是理论上的思辨，应从作品本

身的法则、原理上来看，随着历史性变迁，涉及绘画学术

的转变。

金晓明：让收藏家从研究成果中受益
收藏活动的活跃带来庞大的鉴定需求。由于各种

原因，目前博物馆、大学的研究人员无法直接为社会提

供具体的鉴定作业。我想，各类专业人员应该花力气对

社会关心的热门问题做一些系统的整理研究，这样，就

是对社会的服务和贡献，如果每年都有一批成果出来，

时间一长，积累就会越来越多，社会上收藏界同好就能

够从中受益。

叶子：专家应该介入市场
我本人以为专家应该介入市场。若是不介入，根本

无法了解做假作伪的新情况。现在是中国历史上艺术

品造假最为严重的时期，若是脱离了市场，眼力是不可

能提高的也无法提高。老一辈的鉴定家，像谢稚柳、徐

邦达等人，都直接面对市场。关键问题

是：看您怎样面对，如何面对。

林如：想做一个完整的鉴赏史研究
在陈振濂老师的指导下，我作了百

年的鉴赏史的研究。因为是在高校，不

能像在博物馆看到很多书画的真迹。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明国的鉴赏史，想

请教各位老师，如果要做一个完整的民

国鉴赏史的研究有哪些需要做的。去

年我在韩国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也学

习到了很多不同的学术知识。

第二届“中国[收藏·鉴定·市场·拍卖]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
顶级鉴藏大咖汇聚杭城探讨艺术鉴藏 《鉴藏·中国鉴定收藏学刊》第一卷首发

丙申岁末的一次艺术鉴藏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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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友望 夏琳

12月23日至25日，第二届“中国[收藏·鉴定·市场·拍卖]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来
自全国鉴定界的顶级专家和学者，围绕收藏、鉴定、市场、拍卖等主题，展开了主旨演讲、
专项报告和圆桌讨论；另外，70万字的《中国收藏鉴定学刊》首发，汇聚了参会专家学者的
代表性论文及专家学者推荐的前辈经典论文。

现阶段举办的收藏鉴赏活动日益增多，而“中国[收

藏·鉴定·拍卖·市场]高峰论坛”系列活动推出时间早、

专家范围广、探讨项目多，还创办打造兼容中外的《中国

鉴定收藏学刊》，为藏界瞩目。

跨领域整体融合，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目前，

许多收藏鉴赏类论坛的主题相对单一，研讨范围比较固

定于一个领域，而“中国[收藏·鉴定·市场·拍卖]高峰论

坛”则致力于打通了收藏、鉴定、市场、拍卖等多个领域，

邀请的专家学者除了收藏鉴定界外，还包括了文化遗

产、美术考古、艺术文献等领域，从而由鉴定收藏界固有

的习惯于纵向课题的单项研讨、转向以单项研究为坚实

基础的横向打通的新格局，以求在学术上的互动、互联、

互通，鼓励学科交叉与创新。以最高端的专家作学术引

领，举行具有跨领域整体融合性的“中国[收藏·鉴定·市

场·拍卖]高峰论坛”，多领域、多角度的探讨，能更广泛

地普及鉴藏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当今艺术市场和拍卖

情况，起到了时代的文化引领作用。

创办打造兼容中外的《中国鉴定收藏学刊》。在第

一届论坛推出的系列成果如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收藏鉴

定文史札记、鉴定学文集资料的基础上，浙江大学中国

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与杭州日报艺术典藏周刊将共

同出版第一卷《中国鉴定收藏学刊》。学刊的第一部分

是当代文博收藏界专家学者撰写的代表性的学术论文，

也是本次会议呈现给社会和时代的直接成果；第二部分

是浙江大学收藏鉴定专业的博硕士毕业论文样本，作为

专业领域新生代在最高层级教育教学形态的展示；第三

部分为两年前的2014第一届高峰论坛会议现场实录与

纪要，原汁原味地呈现各位专家生动而专业的演讲和研

讨过程；第四部分是杭州日报·艺术典藏周

刊的常年知名栏目“艺林漫步——走进名人

艺术馆”，从中华五千年文化传承和推广的

角度，在全国范围内从古到今介绍翰墨名家

的生平事迹、学术观点等。这四大版块的打

通与组合以及它背后呈现出来的整体思维

优势，可谓是一个创新，既有学术专业性又

不失阅读趣味性。《中国鉴定收藏学刊》第一

卷面世，以后每举办一届论坛，都将出版一

部学刊。

论坛具有连续性，品牌效益凸显。每两

年一次的“中国[收藏·鉴定·市场·拍卖]高峰论坛”从举

办时间、研讨方向、专家学者团队组成都具有明显的延

续性。两年来，不断有与会听众来电咨询

关于下届论坛举办和鉴藏学术等问题，可

见品牌效应已经凸显。同时鉴藏学刊的出

版和论坛的举办，也提升了浙江大学中国

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和杭州日报·艺术

典藏周刊的品牌效应，两者相互促进。第

一届论坛上成立的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

鉴定研究中心理事会，也是一个非常核心

且具有延续性的机构，在未来的“中国[收

藏·鉴定·市场·拍卖]高峰论坛”中，也将发

挥重要的作用。

“盛世兴收藏”，近些年来，中国书画文物收藏、交易

持续火热，书画文物鉴定逐渐从专家型的学术研究行为

变成服务大众的市场行为，成为民间收藏交易活动的重

要支撑和价值保障。然而，目前鉴定收藏的行业秩序和

行为规范还有待成熟，介入市场交易的书画鉴定行为往

往为市场经济利益所驱动，从而使艺术文物书画真伪结

论的判断缺乏公信力，这是中国书画鉴定行业目前普遍

存在的问题。

2014年，在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主

任、著名学者陈振濂的倡导下，浙大研究中心联合杭州

日报、杭州市滨江区委宣传部共同策划了第一届“中国

[收藏·鉴定·市场·拍卖]高峰论坛”，探讨收藏、鉴定、市

场、拍卖出现的诸多问题，并商定，“高峰论坛”每两年举

行一次。

今年12月23日至25日，第二届“中国[收藏·鉴定·
市场·拍卖]高峰论坛”在杭州如期举行。24日上午，在

主旨报告会上，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做了“张渥

的《九歌图》的讨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单国霖做了“闺

媛写生妙绘”，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傅申做了“故宫本

怀素《自叙帖》之我见”的主旨演讲。

下午，在主题为“书画鉴定收藏学理研究与书画市

场拍卖应用研究”论坛上，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资深鉴

定专家王连起王连起，南京博物院研究员、资深专家萧

平，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曹锦炎，浙江博物馆

馆长陈浩，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古代

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画全集》《元画全集》副主编

金晓明，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浙江大学人文学

院副院长、艺术学系主任黄厚明，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

任凌利中，西泠印社鉴定评估中心主任叶子先后做了

报告。

25日，上述与会专家及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方爱龙、

恒庐美术馆执行馆长席挺军、江苏省篆刻研究会会长李

路平、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副教授林如等召开圆桌

会议，展开深入讨论。

鉴藏界专家学者再聚杭州

论坛三大特色引人注目

《鉴藏·中国鉴定收藏学刊》第一卷
分上下两册

主旨演讲嘉宾依次为肖燕翼、单国霖、傅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