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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品鉴证与管理及其科学体系建构
尹 毅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的经济腾飞与文化发展，对艺术品的鉴赏、交易、收藏已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追求。但由于我国艺术品领域的发展不平衡、不匀速，

导致艺术品鉴定与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伪劣艺术品泛滥成灾、抄袭模仿司空见惯、真实价值与炒作价格反差巨大、虚假宣传与欺诈等行为已成常态。虽然“作者

鉴定、经验鉴定、科技鉴定、认证备案”四大正能量均在发挥作用，艺术品鉴证文化新业态也正在形成，但其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高度关注。本文作者经过深

入研究和调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对于构建艺术品鉴证科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一、对“作者鉴定”的观察与分析

作者是艺术品的创造者、制造者，对其作

品拥有当事人身份与证人资格，所以最有资

质、最有条件并有权力针对署有本人姓名的作

品进行真伪识别，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作者本人

的著作权，以及相关联的名誉与利益，而且因

为作者也是艺术品市场正常秩序的拥护者、支

持者、参与者。

作者认定本人作品凭的是记忆与良心，无

需复杂的方法与过程。但是，现实中由原作者

识别本人作品之事并不简单，往往存在以下几

方面问题：

1.人寿有限问题。在解决有真伪争议的

当 代 作 品 中 ，只 要 作 者 健 在 ，人 们 往 往 会 首

先请作者出面认定，艺术品鉴定工作应该珍

惜并利用好这一资源。但是众所周知，所有

古代作品的作者早已去世了，现当代作品的

部分作者也去世了，去世的作者就不可能再

来鉴定作品了。

2.某些作者的记忆与眼力难免出现问题。

特别是某些老作者，他们不可能对其一生中的

每一件作品都记忆犹新，因眼神不济而看走了

眼、因记忆力衰退偶尔鉴错自己的作品是难免

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何况有些赝品乱真水

平太高，与原作之间的视觉差异几乎为零，可

以与某作者大脑记忆库中的信息图像相吻合，

所以作者鉴定之失误是难免的。

3.作者鉴定也存在道德问题。确有一些书

画家及其家属别有用心，故意不承认自己创作

的真品，被人戏称为“掐死自家的孩子”，并因

此破坏了作者鉴定的口碑。导致作者故意不

承认自己作品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

自己的当年之作太差，怕承认了丢面子；有的

因自己早年卖出或送出大批量个人作品，在藏

家圈内及巿场上形成了自己不满意的价位。

而且这些作品的产权已归他人，其成交价位不

受作者意愿左右，其获利者也不是作者。因

此，有个别作者就针对这类作品釆取了不承认

的态度，对不在其手头的本人作品就不承认是

真品，从而防止其影响自己手头作品出售以及

价位炒作。

作者的精力一般都用在创作上，其鉴定往

往是兼顾而已，不可能职业化。必然也存在鉴

定的时间成本问题、收费或免费与否的问题、

是否书写鉴定结论或出具证书的问题，以及鉴

定结论纠纷引发利益冲突导致安全等问题。

另外，关于家属代作者鉴定，所面临的问题就

更多更复杂了，在此不赘述。

二、对“经验鉴定”的观察与分析

以往的艺术品鉴定者主要靠经验，所以就

有了“经验鉴定系统”的称谓。对中国书画、瓷

器、青铜噐等艺术品的鉴定经验所积累形成的

各种历史文献和现当代学术专著、论文，以及

口头传授的知识与经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

且依然在当代艺术品鉴定的实战中发挥着主

要作用，所以理应得到支持与尊重，但是我们

又必须正视现实中所存在的以下问题：

1.艺术品经验鉴定系统的专业实力到底有

多大？艺术品鉴定专家的成长需要认知大量

书画原作，但是不管是古代作品，还是当代作

品，任何人都只能看到其中一小部分，能多看

一点就很不容易，欲看全部毫无可能。辨伪需

先识真，对原作真品的认知程度往往决定着识

别赝品、仿品、复制品的水平。所以，有人可能

成为某人作品、某类作品、某时期作品的鉴定

专家，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全方位的、无所

不能的艺术品鉴定超人。

2.艺术品经验鉴定的主要依据为何遭人质

疑？经验鉴定的主要依据是作品风格与艺术

功力，以作品的个人风格、时代风格以及艺术

功力之高低识别作者真伪，既有一定道理也有

一定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特别是其证

据环节的忽视与欠缺，难免使人对其公信力产

生怀疑，更难让司法部门釆纳其判断。不可忽

视的还有，任何作品的风格都是可以被模仿

的，不管某某艺术家的艺术功力多么深厚，也

是有相近者的。特别是现代科技已经可以让

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视觉差异接近于零，在这

样的科技高仿背景下和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

艺术品鉴定专业若仍然停留在依据风格、功力

之差异的经验识别层面，其鉴定结论岂能不遭

人质疑？

3.艺术品经验鉴定系统怎样才能融入我国

的现行司法体系？我国的现行司法体系重证

据，一切需要让证据说话，而艺术品经验鉴定

系统却重经验，仅凭经验和感觉就可以下结

论。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些赝品仅凭经验和感

觉就可以一眼识破，所以许多人已习惯接受无

须提供证据就可以对艺术品真伪下结论的鉴

定模式。但当代艺术品市场的大量事实证明，

经验之作用是有限的，仅凭经验鉴定艺术品是

会出现失误的，仅靠经验之能量也不可能击退

目前这四面袭来的赝品大潮。

三、对“科技鉴定”的观察与分析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当代社会的日新

月异，并为诸多行业注入了新鲜活力，有些国

家 的 艺 术 品 科 技 鉴 定 成 果 早 已 证 明 了 这 一

点。1965 年，慈善家保罗·梅隆（Paul Mellon）

把一幅据称是 1440 年绘制的世界地图（比哥伦

布发现新大陆早 50 多年）捐给了耶鲁大学。这

个古代地图事件公布于世后，因其空前精确的

地理位置绘制，挑战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

说，其真伪立即成为业内人士关注与争论的焦

点。后来美国的凯瑟琳·布朗（Katherine Brown）

用拉曼光谱仪对地图的物质成分做了检测，在

碳黑墨水下发现了锐钛矿物质成分，而锐钛矿

是 1925 年才被开发启用，根据此地图内部含有

的物质成分，最终断定了此地图是 1925 年后的

绘制品。再例：1985 年，加拿大文物保护协会

利用 X 射线衍射仪对梵高的一幅油画作品进

行了分析，发现画面中的白色颜料主要成分是

金红石。金红石启用于 1938 年，梵高生活于

1853 年至 1890 年，于是便可以断定这幅含有金

红石的梵高油画作品肯定是赝品。一些国家

率先利用科技手段检测艺术品并成功鉴定真

伪的诸多案例，在国际间逐步形成了艺术品科

技鉴定的大趋势。

在艺术品科技鉴定的国际大趋势和注重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国内新形势共同影响下，中

国艺术品鉴定走向科学之路就具有了历史的

必然性。就“科技鉴定”的作用与贡献而言，以

艺术品科技识别技术应对科技仿真技术方面

所取得的成就，早已受到了业界好评和社会公

认。例：本世纪初开始出现的用新型颜料墨

喷墨打印的书画复制品，其画面质感与原作

非常一致，乱真程度极高，短短几年间此类高

科技仿品已占据了整个书画高仿品的绝大多

数，并让依据功力、风格进行鉴定的许多专家

备感困难与无奈。而科技鉴定专业人员却在

此大显身手，他们或釆用光学显微技术从喷

墨打印复制品的微观形态中查看有无微喷色

点，或以拉曼光谱仪、X 射线荧光能谱仪检测

比对喷墨打印复制品与原创作品在物质成分

方面的不同，从而对喷墨打印、珂罗版高仿品

拥有了百分之百把握的识别技术，而且是以

其微喷色点和异类物质成分之“铁证”，其结

论往往让人不容置疑。

四、对“认证备案”的观察与分析

古往今来的中国艺术品欠缺诞生与流传

的备案系统，以至于如今无法准确再现诸多

艺术品传承的历史轨迹，只能根据某些遗存

信息去追溯历史原貌。这不仅耗精力、费时

间，而且有些悬案可能永远无法破解，有些争

议也可能永远没有结局。因此，中国艺术科

技 研 究 所 艺 术 品 科 研 团 队 于 2008 年 启 动 了

为中国书画防伪备案的新技术研究，在使用

多种仪器、多种方法对中国书画材质进行了

无数次验证后取得了初步成果——证实了以

下三点：

1.在微观条件下，每一张宣纸类中国书画

纸的任何一处纤维形貌都是唯一的，而此微观

形貌的差异性主要来自天然纤维自身的特点

及其特定生产工艺所偶然形成的独特结构状

态。人们能在同年代、同地点以同原料、同方

式复制同批同类的书画纸，但尚无能力复制其

纤维结构的微观形貌。

2.墨、色、印迹融合在独一无二的纤维结

构上，其微观形态也必然独一无二。所以每

一幅使用了宣纸类书画纸的作品都拥有了独

一无二的纸纤维结构状态和独一无二的墨、

色、印迹状态。这两个独一无二的状态之结

合，便形成了该作品无法被仿制的唯一性微

观形态。

3.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

书画材料，其内部物质成分必然有差异，而各

种纸、墨色、印泥中的不同物质成分往往都具

有不同时空的烙印，对作品的物质成分进行检

测备案也具有了防伪意义。根据以上三点，只

要在画面特定点中采集了微观形貌和物质成

分数据并将其存入数据库，就可以成为日后比

对识别的依据。此项技术发明显著增强书画

艺术品自身的证明力，使每一件被锁定作品都

依此不再怕任何高仿技术，因为任何高超的复

制技术只能复制作品的艺术形态，而无法复制

作品物质形态中的微观世界。

走入微观世界实施防伪备案、认证、验证，

是构建艺术品认证备案科学体系历程中的一

个关键性节点。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研发的

这种书画防伪新方法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

评，并得到了国家专利的保护。虽然这项书画

防伪新方法的发明为开创艺术品认证备案事

业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欠缺让此技术走出实

验室的理想设备，不便于社会推广与广泛应

用，所以我们将此第一步成功称作由实验室走

入微观世界的成功。

艺术品认证备案科研的第二步成功被我

们称作：走出实验室广泛应用的成功。这项

成功起步于 2009 年，当时我们从光学设备供

应商手中发现了 A200 型便携式显微镜后，其

特点与功能使我意识到，艺术品认证备案社

会化广泛应用的突破口就在此类便携式显微

镜上，因此立即申请科研经费购买了 20 台，

在山东省美术馆、山东省图书馆、湖南省文化

厅等部分省市艺术品收藏管理单位以及周韶

华、刘国松、田黎明等多位著名艺术家处展开

了实验性应用，同时并以其制定了数据釆集、

存储、比对、验证等环节的规范化操作流程以

及备案数据库管理的基本模式。于是，中国

书画认证备案体系的建构由此启动了。我们

当时并分別针对技术设备与操作规范、理论

设计与学术原则、不同行业的认证备案需求

与不同特色的业务模式等进行了整体设计。

2010 年，论文《中国书画鉴定的历史性转折》

在《中国文化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后被

20 余 家 媒 体 转 载 ，学 术 专 著《为 中 国 画 备

案》、《艺术品鉴定新探》出版后均产生了较大

的社会影响。2011 年、2012 年我们申报并实

施 了 国 家 科 研 项 目“ 书 画 科 学 备 案 认 证 系

统”。与这一系列科研活动同步，我们这支艺

术品科研团队曾将认证备案关键技术传授给

山东省美术馆、雅昌文化集团等单位，在文化

事业与文化产业两大领域中进行了多种业务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在文化部及相关司局领

导的关心支持下，以及社会各界参与单位的

共同努力下，逐步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艺术品

认证备案业务的燎原之势。

2013 年，应全国各地艺术品鉴证业务单

位需求，在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举办了艺术

品鉴证管理培训班，而且由各地学员发起成立

了艺术品鉴证学术联盟，因为大家一致认为：

艺术品鉴证领域中的技术系统研发、学术体系

建构、法规体系建设以及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依

然面对诸多问题，特别是艺术品锁定备案业务

是艺术品鉴定管理的基础，尤其需要重视。总

之，艺术品鉴证任重道远，必须加强学术研究

与交流。

五、对“艺术品鉴证”的观察与思考

艺术品鉴证是应对艺术品作者署名真实

性、艺术品原创性及其相关文字信息准确性的

认知需求，为了界定原创、模仿、复制、作伪、抄

袭、代笔等行为与作品，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

方法为宗旨，坚持科学取证、科学论证的基本

原则，既要有严谨的鉴之过程，又要有科学的

证之依据，从而在艺术品领域中构建的认知、

管理、服务体系。

艺术品鉴证体系的科研目标与业务范围

都十分广阔，涉及到艺术品所触及的诸多领域

与行业，但从其自身业务类别观察，主要从作

者真品鉴证、作品原创性鉴证以及相关信息鉴

证三个层面展开。

作者真品鉴证，在当下表现出了以下业务

特征：

1.在作者亲临现场参与配合下对其本人确

认的艺术品实施认证备案，并以现代科技手段

（特种光学显微镜与专业数据库系统）锁定其

唯一性微观图像信息，从而对其进行长久的保

真验证业务。

2.以现代科技手段锁定艺术品的唯一性微

观图像信息，对其实施锁定责任为目的的科学

备案工作或社会化服务中的认证、验证业务，

以及相应的学术梳理与研究。

3.采用现代光学技术设备（光学显微镜、

拉曼光谱仪、X 射线荧光光谱仪等）检测艺术

品的微观图像信息与内部物质成分数据，对其

实施科学取证与论证，并综合分析其历史文献

信息以及相关专家经验，从而鉴证该艺术品是

否是署名者的真品，甚至追溯其历史实情及其

制造者。

作 品 原 创 性 鉴 证 ，不 可 忽 略 以 下 两 条

规律：

1.任何原创艺术品都必须在某一方面率先

有别于以往所有作品。现实中大量的所谓原

创作品，往往在局部时空中的某个圈子内确实

让人耳目一新，但是若将其放入更大的时空中

进行宏观比对，就会发现不过是模仿之作、抄

袭之作而已，并不具备称其原创的资质。现实

中当然也会偶尔发生不谋而合的雷同，但是也

只 好 按 照 雷 同 双 方 时 间 先 后 确 定 选 择 的 原

创。互联网时代之来临，既为模仿者、抄袭者

提供了跨时空的机遇，也为作品原创鉴证工作

提供了跨时空宏观比对的方便。

2.所有原创艺术品都必须有原创的具体体

现，没有具体的创新之处岂能称其原创？当

然，不可能要求原创艺术品在其物质形态、艺

术形态、意识形态各方面都原创，但是拥有某

一方面的具体原创则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

材料与技法之原创，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与艺术

语言之原创，或者是题材之原创、内容之原创、

意境之原创、观念之原创，能拥有其中一项原

创就很可贵，也很不容易。但是任何一项原创

都必须将其放在古今中外艺术品创作的广阔

时空中，经过专业化的宏观比对之后方可被确认。

艺术品及作者相关信息鉴证，就是要还原

创作、模仿、复制、作伪、抄袭、代笔行为及作品

的本来面貌，清理一切错误的、伪学术的相关

信息，并将经过学术梳理的、科学取证与论证

的精准信息存入数据库。由于艺术品数据及

作者相关信息往往直接关系到艺术品价值、作

者及收藏者的利益，有些作品的某些信息甚至

会对社会、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艺术

品数据库科学备案系统的信息数据必须是真

实、准确、具有社会公信力的，其业务人员必须

遵循学术原则、坚守职业道德。目前，很多地

方在一定范围内启动了艺术品鉴证业务，并建

立了艺术品数据库，但是为艺术家及其作品备

案的信息数据采集、管理工作却存在不少问

题，在规范专业术语和风格流派认定方面所存

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某些艺术品作者身份、

艺术经历与成就信息不准确，“著名画家”“大

家”“大师”被滥用，“风格独特”“开宗立派”

“某某画派”被滥用。因此，对艺术品及作者

的相关信息也要有鉴，更要有证。尤其是对

滥用的“风格独特”“开宗立派”之表述，一定

要将其放入更大的时空中进行宏观比对，严格

遵照学术原则与艺术标准理性分析，才能在风

格流派多元化的大格局中去伪存真，确保其准

确的认知。

艺术品鉴证是艺术品认知领域中与时俱

进的学术行为，是当代艺术品管理领域中的基

础业务。由于在其社会化服务模式中潜藏着

获取利润的广阔空间，所以说，它还是正在兴

起的巨大文化产业。艺术品鉴证既具有催生

文化新业态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同时也具

有规范艺术品市场的现实作用与历史贡献。

六、论艺术品鉴证体系建构

“艺术品鉴证”“艺术品鉴证体系”是近些

年悄然流行的一个新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融技

术创新、理论创新、产业模式创新、文化体制创

新为一体的文化新业态。但是，该文化新业态

并不是一个从外部空间突然空降而来的全新

事物，而是一个在历史传承基础上蜕变生成的

新事物，还有些人将其加上“科学”二字，称之

“艺术品鉴证科学体系”，其实加不加上“科

学”二字，“艺术品鉴证”“艺术品鉴证体系”

本身依然应是或者必然还是“科学”之产物，脱

离了科学就无“艺术品鉴证”“艺术品鉴证体

系”可言。因而，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中有了“艺术品鉴证体系建构及产业发展模

式研究”选题，该项目已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启

动实施。

艺 术 品 鉴 证 体 系 研 究 主 要 在 技 术 开 发

与 推 广 应 用 、学 术 研 究 与 理 论 建 设 、制 度 研

究与政策法规、文化管理与产业模式四个层

面展开。

技术开发与推广应用层面。目前，艺术品

科技鉴定系统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向纵深发展，

只不过有些成果不需要公布于世，不需要宣传

炒作，更不希望给赝品制造者提供针对性研究

信息。何况这个系统的数据库建设，本来就是

一个百年大计的宏伟事业，切不可急功近利。

不过，艺术品科技鉴定圈内人士对这一系统的

价值与前景还是有信心的，其研究一直在不断

深入。在艺术品认证备案的科研领域，目前的

技术应用范围已不仅限于宣纸类中国书画作

品 ，正 在 向 油 画 、雕 塑 等 其 他 艺 术 品 领 域 拓

展。前文已经讲述了艺术品认证备案科研的

前两步成功历程，目前第三步成功的大门已经

开启，其标志是艺术品认证备案专业设备的研

发成功，从而使艺术品备案数据釆集、认证、验

证业务更加专业化，其业务更能得到文化管理

部门的认可，其认证备案数据更能具备司法意

义以及法律效力。从而使艺术品认证备案业

务由借用非专用设备逐步转变为使用专用设

备，并在此基础上步入该行业的标准化操作应

用阶段。

学术研究与理论建设层面。多年来已有

许多专家、学者以及业内人士积极参与，他们

深知艺术品鉴证是艺术品认知领域中的学术

行为，必须要有强大的学术支撑和正确的理

论引导。特别是艺术品文字信息釆编是艺术

品数据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古代遗

存下来的艺术品信息，它需要广泛采集历史

文献信息和现当代研究者的各种考证评述文

本，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面对现当代涌现

的各类艺术品信息，由于其数量更多、问题更

复杂，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艺术品的科学

备案不仅要注重图像数据的真实性，还要注

重文字信息的精确程度与学术性，特别是还

有文图稿件的原创性问题、著作权问题。 艺

术品鉴证业务中的文字信息备案具有很强的

学术性，而且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为此，

许多参与者付出了诸多精力与心血。因此，

在学术研究与理论建设领域中，我们不仅要

遵循艺术规律、坚持学术原则，还要有保护知

识产权的意识。

制度研究与政策法规层面。艺术品鉴证

体系既然是文化管理大体系中一部分，那么它

必须接受文化部相关政策法规的管理与监管，

特别是针对艺术品管理的具体条例之约束。

2013年春，文化部在杭州召开了艺术品鉴定与

管理试点工作会议，与会专家们建议文化部

加强艺术品鉴定与管理的制度建设，既要制

定 完 善 的 政 策 法 规 ，又 要 在 全 国 各 地 加 强

监督。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艺术

品鉴证体系建构及产业发展模式研究”启动

后，我们对个别试点单位以及要开展艺术品

鉴证业务的个别新单位进行了调研，发现了

一些问题，也有了一些新的体会。互联网时

代的艺术品管理，注重艺术品数据管理将是

一大时代特色，大家一致认为，对艺术品微观

图像唯一性特征数据实施锁定备案，是艺术

品鉴定与管理的基础工作，其关键技术早在

6 年前就在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解决了，经

过不断改进与提高，最近将有更完善的新技

术推出。所以说，而今的艺术品鉴证文化新

业态之健康发展，其关键已不是技术问题了，

而是依靠什么样的文化制度以及政策法规逐

步形成让国家和社会大众都信得过的专业团

队与行业体系。

文化管理与产业模式层面。目前，艺术品

鉴证业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是：艺术品鉴证专业

团队、专业人员是否应该有资质？获得艺术

品鉴证资质应该具备何种专业知识，并达到

何种技术标准？谁来确认艺术品鉴证人员的

资质并发放资格证书？艺术品鉴证业务的鉴

定证书、认证备案证书应该由哪个部门统一

管理、统一颁发？或者应由哪个部门授权颁

发？证书的权威性、公信力如何？具有何种

法律效力？

目前，全国各地已在不同范围启动了不

同程度的艺术品鉴证业务。但是让大家比较

担忧的是，某些单位既没有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也没有艺术家信息及艺术品数据分析师，

其业务操盘手头脑中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在

从事艺术品管理工作，只知道这项业务可以

收费赚钱，而且把问题看得很简单：鉴了，发

个证，就是艺术品鉴证！岂不知鉴证之“证”

更多的是证据之含义。有些人仅仅看到了艺

术 品 鉴 证 社 会 化 服 务 业 务 中 潜 在 的 丰 厚 利

润，却没有意识到在这取证、验证、论证、认证

之间所密切关联着的责任，而且有些责任不

仅重大而且长远，绝不可当儿戏；还有一些人

进入艺术品鉴证行列是为了逐利，他们仅仅

看到了中国潜在的艺术品鉴证业务的巨大巿

场，却没有意识到艺术品鉴证是一项专业性

很强的学术行为，更没有认识到艺术品鉴证

是文化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看到

鉴证业务之背后有多少利益相关，还有多少

学术问题与法律问题存在，一个数据的偷换

或者失误有可能造成千万元、上亿元的损失

或纠纷，更想不到此间有可能不是一个普通

事 件 ，而 有 可 能 是 个 案 件 ，甚 至 是 个 重 大 案

件！所以，我们要对那些缺乏艺术品鉴证常

识、无能力分辨作品真伪优劣、不顾及后果的

艺术品鉴证创收业务说不！

艺术品鉴证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与管理

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还意味着广阔时

空中的诸多文化产业。这一文化新业态的形

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科研人员攻破了一

个个技术与设备的难关，专家学者解决了一

个个学术理论问题，相关文化管理部门给予

了一个个具体的支持，艺术品鉴证业务的实

践者一次次“真金白银”的实战……总之，艺

术品鉴证体系之大厦不是由某个超人整几句

漂亮的口号呼唤出来的，是在一个个业务个

案所提供的经验教训积累中，凝聚了众多专

家、学者、参与者的心血，一砖一瓦地建构起

来的！目前，艺术品鉴证体系尚在不断完善

的运行之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艺术品鉴证

的历史脚步不仅要触及一件件艺术品，而且

还会触及到众多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它必

然会引发一场正能量与艺术品市场乱象的进

一步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