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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胡定坤

听 泉 ，在 直 播 鉴 宝 赛 道 上 跑 出 了

新速度，也站到了新高度。可就在他

“ 至 山 巅 ”时 ，争 议 随 之 而 来 ，

“ 听 泉 鉴 宝 ”也 更 名“ 听 泉 赏

宝”。

无 论 是 鉴 宝 还 是 赏 宝 ，听

泉 都 成 功 地 吸 引 很 多 观 众 ，特

别 是 年 轻 人 关 注 文 物 鉴 定 ，学

习 文 物 相 关 知 识 ，进 而 了 解 其

背后的历史渊源和传统文化。这可能

也是直播鉴宝重要的积极意义。

很多粉丝，包括记者本人，都非常

喜欢听泉在直播中的幽默搞怪和他吟

诵的《青云志》传递出的正能量。

毫无疑问，我们无须“神化”直播

鉴宝。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通

过视频鉴宝，看得见、摸不着，感受不

到文物的手感，肯定不能 100%地判断

其真伪和年代，特别是在鉴定一些造

假技术很高的高仿文物时。所以，听

泉 在 看 到 某 些 可 以“ 传 递 ”的 古 钱 币

时，也需要对方发送高清图片甚至邮

寄实物进行鉴别。

当然，我们也不应“魔化”直播鉴

宝，认为其一无是处，甚至有害无益。

短视频平台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也许

本就应与文物鉴定服务相结合。通过

视频鉴宝尽管准确度不如直接线下鉴

定，但其便捷性和跨越空间隔阂的优

势，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初筛文物真假的

工具。视频鉴定为真的不一定真，

但隔着视频已经看出为假的基本

可以断定是假。所以，官方鉴定机

构，甚至未来的文物鉴定体系，或

许也可以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减

少线下鉴定的负担和成本。

此外，短视频平台在提升文玩

爱好者的整体鉴赏水平上，也能发

挥独特的作用。例如，一些文物鉴定机

构、鉴定专家，可以利用短视频、直播等

形式更好地传播文物鉴定知识、宣传公

益鉴定活动，吸引更多的藏友参加，毕

竟 这 是 当 今 最 为 有 效 的 传 播 媒 介 之

一。例如，记者在公益鉴宝活动上采访

的那位不远千里来到北京的藏友，就是

专门为一位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不少粉

丝的玉石鉴定专家而来。

但是，随着直播鉴宝赛道的火爆，

难免会泥沙俱下。我们确实需要提防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直播鉴宝实施文物

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有关部门需要

加强监管、调查和处理等工作。文物

爱好者们也要提高警惕，不能深陷“捡

漏”心态，最终成为别人的猎物。

总 之 ，充 分 发 挥 直 播 鉴 宝 的 积 极

因素，着力避免其消极因素，无论是短

视频平台还是“听泉们”，都将成为我

国文物市场健康繁荣发展的推动力。

直播鉴宝：

不要“神化”也不要“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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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

“可惜你不看听泉，不懂春庭雪的含金量。”

“传递”“沉淀”“开门”……

30天涨粉近千万、1年圈粉 3000 万、7天内 10场直播观看人

次均超 1200 万……伴随着一系列火爆数据和风靡全网的网络

流行语，“听泉赏宝”（原名“听泉鉴宝”，以下简称“听泉”）成为

2024年爆火的短视频博主。截至 12月 22日，其抖音粉丝量已超

3530万。

听泉是短视频赛道上的一匹黑马。一年前，很少有人能想

到他能成为今日的“顶流”。他因何爆火？除了较高的古钱币鉴

赏水平和高超的表达能力、搞怪的直播风格、迎合年轻人需求的

直播语言等直播技巧，背后还有时代背景下的深层流量密码。

在听泉的直播间，“持宝人”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有经济实

力、爱好文物收藏的藏友，他们希望得到“专家”对自己藏品的肯

定，从而继续未来的收藏之路；二是家里有一些“传家宝”的普通

人，他们希望知道这些宝贝的价值，并在价格合适时将其“传递”

出去。

无论是潜在卖方还是买方，都需要文物鉴定服务来辅助其

未来的市场行为。而在移动互联网、短视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

天，包括听泉在内的直播赏宝或鉴宝博主为买卖双方以及所有

文物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有趣、足不出户就能了解藏

品真伪甚至市场价值的途径。

当然，直播鉴宝在爆火的同时，通过视频鉴定文物的准确性

也引发广泛的争议。那么，如何让文物鉴定既可信又可及？记

者就此展开了深入采访。

鉴定缺失导致文物犯罪频发

在听泉直播间，看起来让人啼笑皆非、细思极恐的情况并不

少见。

藏友很有经济实力，家里的“宝贝”足够开一家博物馆，但很

多藏品看起来都和真正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惊人相似，甚至某

些方面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藏友很可能是被骗了。这种珍贵藏品存世量非常稀

少，有些甚至是孤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崔剑锋表示，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目前文物市场上甚至是多发的。他清楚

地记得，2005 年《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在伦敦佳士得拍出

1400 万英镑天价后，国内文物市场上迅速出现了成百上千件高

仿制品。有人曾经耗费百万元买了一件“博物馆级”的瓷器，后

来证明是现代仿品。

“提高文物市场参与者对器物价值的认知水平，是杜绝上

当的根本途径，其重要手段应该是建立一个政府主导或有公

信力的权威机构运行的文物鉴定服务体系。”崔剑锋称，这一

体系对遏制文物犯罪会很有帮助。假如购买者能及时找到权

威专家对文物真假进行判断，那么损失肯定会小得多，对应文

物犯罪的空间也就小很多，因为很多仿品在行家眼里可以说

是“一眼假”。

深耕文物市场十几年、藏品堆满几个屋子的古玩专家南总

（化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文物鉴定的可信性或权威性，对遏制

这种大额的文物诈骗非常关键。事实上，被骗者往往不是没有

文物知识，而是有一定的甚至很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没有接触高

端文物的实践经验。诈骗者做的假文物需要符合被骗者的理

论，而且会编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解释假文物为何与博物馆中

的国宝很相似，比如祖上当年如何在战乱时带着宝物逃出皇宫

等。这种骗局可能是“私人订制”的，目的就是从技术和心理两

个方面“拿捏”受骗者。只有权威的文物鉴定才能把人从骗局里

拉出来。

“博物馆等官方文物鉴定机构当然是权威的，但他们很少对

市场提供文物鉴定服务。”南总说。

现有鉴定渠道难以满足需求

目前民间文物收藏主要的线下鉴定渠道包括官方文博机构

的公益鉴定、部分鉴定公司或者通过个人关系聘请鉴定专家等。

去年 1 月，国家文物局印发的 2023 年工作要点第十九条专

门指出，指导各地做好常态化公益性文物鉴定咨询服务。2024

年 11 月至 12 月，北京市文物局组织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进

出境鉴定所、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和北京古玩文物艺术协会等 4

家单位集中开展多场公益鉴定活动。

记者注意到，为了确保鉴定质量和活动秩序，每场活动都会

对参与人数和藏品数量进行限制。例如，首都博物馆的预约系

统明确指出“每场活动限 50个预约号”“每个预约号可携带最多

3件藏品”。且都明确规定：公益鉴定活动免费提供，鉴宝专家不

出具书面鉴定结论。

“在我国，官方文博机构的公益鉴定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

是目前开展的次数比较有限，还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崔剑锋

表示，其他的鉴定渠道，则有些良莠不齐，部分鉴定公司，包括一

些以某种先进技术为噱头的公司，甚至出现缴费即可给正面鉴

定的情况，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围绕文物鉴定制造骗局，比如以上

拍卖会为诱饵收取鉴定费等。

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各地文物鉴定资源不均衡。日前，记者

参加了北京古玩城的一次公益鉴定活动，现场采访了一位从数

千里之外专门来此鉴定的藏友。他说在老家类似的公益鉴定活

动很少，而且专家不如北京的权威。尽管有多件藏品在现场被

专家判否，但他仍认为这次鉴定很正规、靠谱，而且确实学到了

一些文物知识。

据记者统计，截至 12 月 16 日，仅北京古玩文物艺术协会今

年已进行数十场公益鉴定。

不过，也有藏友认为这种公益鉴定仍不够权威。一位女士

认为自己的藏品是清朝皇帝赐给宠臣的瓷器，在被专家否定后

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称之前有专家说这是真品。她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为了确定这件瓷器的真假，她已经参加过多次鉴

定会，还花了不少钱找人鉴定。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能让所有人信服。”

出生于收藏世家、从事文玩收藏投资已有 30 多年的薄维直言，

目前市场上的文物鉴定主要基于“眼学”，由于主观性和经验局

限性，不同行家之间的观点有时会出现分歧。

开放资源建立文物鉴定体系

“我国民间文物资源比较丰富。俗话说盛事文玩，随着我国

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参与文物市场的热情空前。”崔剑锋说，这

也是文物犯罪屡禁不止，虚假鉴定机构层出不穷的原因。建立

一个权威可信、民众可及的文物鉴定体系对规范文物市场，保证

其健康、持续发展非常关键。

2 月 27 日，全国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

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罗文利指出，为合力共建国家文物鉴定体

系，各地要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对文物鉴定工作给予高度重视

和更大支持，依托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深入推进区域和

省级文物鉴定中心建设，不断提高文物鉴定服务文物保护利用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目前，国家文物局有 21 个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上

海、山东等省市已经成立相关机构，逐步面向民间收藏文物开展

公益鉴定咨询业务。2023年 11月 22日，上海市文物鉴定研究中

心举行挂牌仪式。2024年 1月 2日，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

中心正式成立。

南总认为，官方文物鉴定机构经常开展进出境文物、考古文

物、涉案文物、博物馆文物鉴定工作，具有丰富的鉴定经验、知识

以及专业的鉴定仪器、技术等，其权威性得到广泛认可。在重要

区域建设文物鉴定中心，将部分官方资源向市场和民间开放，对

提升市场的文物鉴定能力非常重要，可以起到规范文物市场的

作用。“如果官方背景的文物鉴定中心对市场开放，我要把在断

代上拿不准的几件藏品拿去鉴定。”南总说。

“伪专家组成的鉴定机构给收藏爱好者带来极大风险。”薄

维认为，整治文物市场乱象，需要权威机构和媒体的介入，既要

帮助他们识别真伪，也要向公众传播正确的收藏理念，更要着力

构建一个健康、透明的行业环境。对于文物鉴定体系的建设，他

建议，相关部门可以选拔那些深耕行业多年、理论与实战经验兼

备的专业人才，选择特定文物门类作为试点，制定鉴定标准，推

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科技鉴定将发挥关键作用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 2023 年工作要点提出，加强科技手段在

文物鉴定中的应用示范。

“在我国未来的文物鉴定体系中，科技鉴定应该会发挥关键

作用。”崔剑锋说。事实上，目前，在文物鉴定领域，科技已经成

为“眼学”鉴定的重要辅助手段。在考古文物、涉案文物鉴定等

领域，科技手段得到了大量使用，而且效果很好，只是由于种种

原因市场应用有限。随着官方建设的文物鉴定中心向市场开

放，一些内部常用的科技手段也将走向市场，被更多文物爱好者

熟知和接受。

记者了解到，今年 4 月，“古代陶瓷大数据库建设暨古陶瓷

产地溯源在线分析系统”亮相，该系统可实现对瓷器的无损、快

速检测。利用该设备，考古人员可当场得知陕西省富平银钩遗

址出土瓷片的年代、窑口和釉色。

在公益鉴定现场，记者随机采访了三位“持宝人”，对于“如

果专家意见和科技鉴定相左，你更相信专家还是仪器”这一问

题，他们的答案惊人的一致——“仪器”。

“科技鉴定和专家的‘眼学’鉴定缺一不可。”南总认为，

科 学 仪 器 能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数 据 ，在 当 今 时 代 更 有 说 服 力 。

但是，文物鉴定领域确实仍存在科技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

例如成分检测可以确定玉石的种类，但要确定玉石上雕刻

的朝代，则往往只能求助于专家。

“当‘眼学’鉴定无法确定或者出现争议时，科技鉴定可以提

供另一个视角。”崔剑锋分享了一个案例，在一次涉案文物鉴定

中，前后两组专家的鉴定结果完全不同，一组认为是假文物，一

组则认为是价值连城的真文物，这直接关系到案件性质和嫌犯

量刑。最后科技手段鉴定其为真，给整个案件盖棺定论。

““听泉赏宝听泉赏宝””爆火背后爆火背后——

文物鉴定服务怎样既可信又可及文物鉴定服务怎样既可信又可及？？

▲明孝端皇后
九龙九凤冠。

▼清代金瓯永固杯。

▼清乾隆粉彩月
孕纹折扇形壁瓶。

▲明斗彩鸡缸杯。

▼春秋早期子仲姜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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