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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绍尹出具的两份分析测试报告都钤有中国

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科学检测实验室的印章。

记者在中国收藏家协会的官方网站上看到，余绍

尹确系该协会陶瓷收藏委员会委员，但另一份公

告则显示：科学检测实验室已从2010年 11月 5日

起停止检测工作。

文物鉴定的混乱局面引起了文物界专家学者

的担忧。谭德睿说：“文物鉴定是一门涉及知识面

相当广的学问，像青铜器鉴定就需要对其历史背

景、器形、纹饰、铭文、制作技术等有系统认知。我

研究青铜器 30 多年，只能从技术层面辨认青铜

器，还称不上青铜器鉴定专家，但是现在有些人学

识不足却以专家自居，甚至跨专业越俎代庖。一

些所谓鉴定机构也随意开具证书，从中牟利。”而

周少华也表示，现在利用科学仪器行欺骗之术近

几年时有耳闻，这既败坏了科学技术之良好名声，

又给鉴定界增添了混乱。

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源是长期以来这一行业无

法可依。浙江省文物鉴定审核办公室主任柴眩华

说，现在许多文物和艺术品鉴定机构只是在工商

或者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国家《文物保护法》

及《＜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对这些机构的鉴定

资质都没有要求，因此，其鉴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就难以保障。根据《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文

物所有权人或持有人可向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

部门申请认定。

不但成立、注册无法可依，文物和艺术品鉴定

机构的运作同样也得不到法律规范。据新华社

文物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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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检测”

居然“鉴假成真”

一件在收藏品市场上以不到500元价格出售的瓷器，在浙江省杭州市一家鉴定机构经仪器分析检

测后认定为“西晋真品”。而这家鉴定机构从2009年以来已经鉴定出三四千件“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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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民邱先生涉足瓷器收藏一年有余，最近却

和藏友们起了争议。他慕名找到了当地一家可为文物

机检的鉴定机构，有18件瓷器经机检后均为真品。但

是几位藏友觉得并不靠谱。

记者一行近日也前往该鉴定机构。它位于杭州市

定安路46号五楼，楼梯口挂着多张企业标牌，其中有

两张格外显眼：“杭州利国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中国

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杭州科学检测室”。

利国公司负责人余绍尹先对众人带来的6件器物

作目鉴：1件瓷器和1件玉器“都不好”，余下4件均为真

品。取自杭州收藏品市场、报价不到500元的一件“渣

斗”仿品瓷器，他认为产于西晋，一名收藏者带来的仿

古青铜观音像，他也认定系宋朝古物。

依照大家的请求，利国公司对“西晋渣斗”和“宋青

铜观音像”进行了“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分析仪无损成

份分析”，约半小时后出具了两份《中国收藏家协会学

术研究部科学检测实验室·分析报告》。期间，大家希

望能见识一下仪器，被工作人员婉言谢绝。

两份报告各分析了瓷器的16种和青铜器的13种

化学元素的含量，结论是：“器秞成份与西晋越窑瓷器

釉面成份资料相符合”、“器金属成分与宋代青铜器金

属成份相符合”，而依据则是《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

卷》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余绍尹表示，这些

数据资料是“400个科学家60年积累所得”，而所用的

“德国‘KETEK’牌7600型X射线荧光频谱仪”是“和‘嫦

娥二号’上使用的一样的”。

每份报告收费800元，当记者询问“能否再优惠”

时，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800元很便宜了，北京要

2500元，而且先收费再检测，对的出证书，不对的不出

证书，但钱照收。我们机检通不过是免费检测的。”

而对于报告的权威性，余绍尹也相当自信：“到哪

里我们都认同的！”而当众人请教两件器物价格时，他

起初表示“只证不卖”，最后还是分别估出了2万和20

万的价格。

记者几天后又赴利国公司采访。余绍尹仍坚持认

为两份报告真实可靠，也认为两件器物确系古物，同时

还否认“器物可以按数据仿制”。他同时表示，所用的

X射线荧光频谱仪使用充氦气检测，比抽真空检测更为

进步。

记者发现，鉴定报告上的元素数据没有单位，而

《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则分别有7组器胎和5组

器釉的10种元素含量百分比数据，若按百分比来对比

共有的 10种器釉元素含量数据，也有6种相差甚远。

而《矿冶卷》中仅有青铜镜、梵钟、青铜鼓等部分青铜器

的三四种元素含量数据。

浙江大学文物与鉴定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博系硕

士生导师周少华告诉记者，《陶瓷卷》其中的数据并非

全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分析所得，只能作元素分析

和化学组成分析，故适宜于为瓷器断源，不可以直接用

来断代。

“这16种元素都属于瓷器中的常量元素，现代制瓷

技术完全可以仿制。就目前国内的检测技术水平，还

没有某种技术或设备可以直接用来对古陶瓷作精确的

绝对的真伪辨识。”周少华说。

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会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谭

德睿认为，仪器检测确实是科学鉴定文物的重要手段

之一，但是目前宋代青铜器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科学

检测，离建立数据库尚远，《矿冶卷》中并没有全面的宋

代青铜器数据，那些“检测”出的数据何以能证明就是

宋代的青铜器？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副主任罗立强研究员主编

过《X射线荧光光谱仪》教材，他告诉记者，抽真空和充

氦气这两种检测方式难分高下。德国KETEK公司的中

国代理商北京高分达公司负责人杨银祥表示，KETEK

只生产X射线能谱仪，它是X射线荧光分析仪的重要部

件，后者也仅是文物鉴定的一种方式。

“科学检测”鉴假成真

“科学鉴定”漏洞百出

文物鉴定局面混乱

文物鉴定的主要对象
文物鉴定研究的主要对象，一是可移动文物，

即文物藏品、流散文物，二是部分不可移动文物，

即文物史迹。对文物藏品和流散文物的鉴定，是

文物鉴定的重点。博物馆等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

藏品，如石器、玉器、陶器、铜器、金器、银器、铁器、

铅锡器、瓷器、珐琅器、漆器、竹木器、骨角牙器、书

画、文献等等，都是文物鉴定的主要对象。在文物

史迹中，古建筑、纪念建筑、石窟寺、石刻是文物鉴

定的主要对象。对古遗址和古墓葬，只有经过发

掘，根据出土文物才能鉴定其年代和价值。

文物鉴定的方法
文物鉴定的具体方法很多，基本方法可归纳

为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

传统鉴定方法：

1.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古代和现

代，都采用比较的方法鉴别文物。以文物藏品为

例,对真伪年代、价值未作出辨识的文物，鉴定时，

需选取已知其真伪、年代的同类文物的标准器，并

将两者对比，进行分析，找出未辨识文物与标准器

物之间在形制、质地、花纹、工艺等方面的相同与

相异之处，分析它们的矛盾与联系。经过系统地

分析研究后，作出科学判断。

2.综合考察,通过对文物本身的调查,文献记载

的考证,参考总结的鉴定同类文物的一般规律,对

鉴定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判断，以达到鉴定

文物的目的。此法对鉴定文物史迹尤为适用。

现代科学技术鉴定方法，主要是运用现代科

学技术对文物进行分析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