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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艺术品一张“身份证”

文_金丽娟  《雅昌》编辑部  刘倩  互联网事业部

鉴定评估长期困扰艺术品市场

艺术品鉴定与评估一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长期面临的问题。

2013 年 3 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艺术品鉴定管理试点工作，专题探

讨如何治理艺术品虚假鉴定问题，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曾

表示，2013 年国内将设立艺术品鉴定试点，同时明确表示文化管理

部门不得参与鉴定活动。

4 月 18 日，中拍协主办的 2013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国际论坛上，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巡视员孙秋霞表示，市场能办的事情交给市场，

社会可以做的事情应该交给社会。

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文轶表示，“艺术品鉴定的乱

象缘于整个流通环节处于一种失控的状况，那么，要改变这个问题，

真正做到中国艺术品的流传有序，唯一的办法就是立足于艺术品的源

头，也就是艺术家。从离开创作者的那一刻起，艺术品若能进入到一

个流传有序的系统，那艺术品从它出生起就要有“印记”。通俗来讲

就是“通行证”或者是“身份证”。

印记怎么来？显然，艺术家本人的确认首先就应该是“身份证”的构

成部分之一，其次，是对艺术品技术的备案、采样的备案。这些都是“身

份证”信息的内容。

我觉得当下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的交易方能承担这件事情。当然目前很

多市场交易方在做这方面工作，比如画廊、拍卖行。但是，画廊作为

交易者，本身显然是利益参与方，它可以去鉴定，但它的鉴定别人以

后会认可吗？这类证书只是发生在当时那个时间段的鉴定，当买家拿

【编者按】近两年来，艺术品市场进入调整期，当代书画日益成为市场的“宠儿”，但同时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临摹、仿造艺术品的现象

开始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严重，横行于市场的假作和赝品除了让遭到直接利益损失的藏家深恶痛绝之外，同时为作为产业链源头的艺术家带来

极大的困扰和影响。

雅昌艺术网总经理朱文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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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证书，离开了这个时间段，经过几次流转之后，别人还会认可吗？

另外，如果艺术品本身都能作伪的话，证书不也是可以作伪的吗？

所以我认为，在艺术品鉴定的问题上，需要由政府介入，不是说直

接介入进来，而是制定规则，然后由相应的第三方来具体运作，比

如银行的艺术品抵押，由第三方建立艺术品数据库等。目前，艺术

品鉴定管理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相应政策还未出台，但我相信雅

昌起到的也是一个第三方平台的作用。

雅昌率先推出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

2013 年 5 月 20 日，北京市文化局批复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等五家单位成为北京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雅昌正式推出“中国艺

术品鉴证备案服务”，近日在北京对著名画家何家英的三副作品进

行了现场鉴证备案。 

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文轶说 ,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

里，艺术品鉴定靠的是“过手”，即艺术家数十年接触大量艺术品实

物后形成的经验积累。随着以徐邦达为代表的老一代鉴赏家的故去，

这种靠经验来为艺术品“掌眼”的方式逐渐失传，艺术品鉴定的话语

权开始出现真空。这导致艺术品鉴定没了绝对的权威——谁都可以鉴

定，不仅包括法律、民政、文化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鉴定，而且

随着艺术品市场价格水涨船高，大量伪品、赝品开始充斥市场，市场

有了辨伪的需求，大量的市场化艺术品鉴定机构冒出来，这也造成

鉴定市场的良莠不齐。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有人支个摊位就可以“鉴

定”；为获取利益“指鹿为马”、以假乱真的鉴定机构也并不鲜见，

反映出当前我国艺术品鉴定权的高度分散。随着我国艺术品市场的不

断发展和交易规模的持续增长，市场的基础性问题即艺术品鉴定迫切

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厘清。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确立艺术品的价值，

消费者就不可能放心地进入这个市场。 

何家英作品鉴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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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等西方国家艺术品发展早已经历几百年的积淀，艺术品的传承脉

胳和时代接续是非常清晰的，每一件艺术品的来龙去脉都有据可循，

艺术品鉴定市场已经相当稳定和成熟，辨别真伪更加容易。相比之下，

虽然我国也拥有悠久的艺术发展史，但由于近现代战争与时代动荡的

侵袭，导致艺术品的归属出现混乱。这也决定了当前不管是司法等行

政部门鉴定，还是市场化鉴定，都不足以支撑起国内艺术品鉴定的基

石。我们需要从源头做起，回到艺术品的奠基工作中，收集、整理、

打上标签，为每一件艺术品设立档案，最终形成完整而真实的中国艺

术品数据库。所以，表面上鉴定是简单的明确“真伪”，实则是一项

功在千秋、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大量的艺术品追溯与汇聚需要相当多

的人力和时间，这项工程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但它对中国艺术

品市场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 

雅昌拥有 20 年的艺术品评估经验，我们发现，在诸多的鉴定模式中，

艺术家本人对个人作品的鉴定相对来说可靠性更高、风险性更低，

更容易被市场所接受。雅昌此次被北京市选为开展艺术品鉴定的试

凝眸  何家英  已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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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单位，接下来我们就打算从这些仍然在世的艺术家入手，和时间

赛跑，将他们创作的艺术品纳入艺术品鉴定的体系之中，通过广泛

的技术采样，把艺术家自己鉴定的证书、视频等各项参数逐一存储，

确保体系中每一件艺术品都有据可循，传承有序。试想，如果当年

齐白石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这样的确认，那么今天的艺术品市场会

让人放心许多。 

雅昌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是为艺术品建立权威的“身份证”信息的重

点工程，该项目全面启动，现联合拍卖行、画廊、艺术家展开全球征

集，为中国艺术品传承有序、艺术品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即日起，

雅昌联合著名艺术家杨之光、何家英、彭先诚、尼玛泽仁、石虎、杨

明义、郑百重、陈钰铭、姚鸣京、张友宪、任重、南海岩、徐乐乐、

崔如琢、康宁、周尊圣、马海方、刘庆和、周韶华、龙瑞、卢禹舜、

赵建成、冯长江等二十三位老师，面向全球征集二十三位老师从艺以

来所有创作的作品，对征集的每一件原作，由艺术家本人亲自鉴定，

并由雅昌艺术品鉴证备案中心进行技术备案，为藏家制作高精密度防

伪作品鉴定证书，并对鉴定备案的作品进行结集出版，同时鉴定备案

的数据将存入中国艺术品备案数据库，向全球公开查询。

四大防伪技术保证雅昌艺术品鉴证备案鉴定证书权威性

据雅昌集团鉴证备案鉴定证书的研发负责人葛侬介绍，鉴证备案的鉴

定证书是由雅昌艺术品鉴定备案中心出具的公信证明，该鉴定证书检

测数据具有司法证明的作用与意义，所以雅昌在证书的设计研发和制

作上应用了高端的防伪技术。

葛侬副总裁介绍，雅昌艺术品鉴证备案鉴定证书主要应用了熊猫水印

证券纸、开窗安全线、隐形可变荧光防伪码和 RFID 射频电子标签

四方面的防伪技术。

首先证书的用纸是熊猫水印证券纸，这种纸张主要用于印制对强度和

耐久性要求极高的证券、政府法律条约文件等；纸的水印夹在纸的中

间，是纸张生产过程中用改变纸浆纤维密度的方法而制成的，纸面光

滑、细致，纸质坚韧，耐久性强，具有优良的耐水性、耐擦性和耐折性；

辨别方式是透光看即可看到水印图案。

鉴定证书的第二种防伪技术是开窗安全线，也是以目测的识别方式来

辨别，这种防伪方式主要用于证府机关各类证书、金融机构各种票据、

有价证券、证照等产品的防伪。

第三种隐形可变荧光防伪码则是使用特殊荧光油墨印刷，肉眼和手感

触摸无法找到防伪码，必须使用紫外线灯照射才能看到，具有较高的

隐藏性。同时采用可变的编码作为荧光防伪码的内容，增加仿制难度。

通过荧光灯照射来观看。

证书中所应用的 RFID 射频电子标签防伪技术需要采用专用 RFID

电子标签识别器来识别，RFID 电子标签由标签天线或线圈及标签芯

片组成，芯片是具有无线收发和存贮功能的单片系统，它存有一定格

式的电子数据，可根据需要标识信息。全球标准编码委员会给各个

RFID 厂商分布不同序列号区段，全球唯一序列号固化在 RFID 标

签的芯片里，使得 RFID 标签具有全球唯一性。一套完整的 RFID

系统，是由阅读器、电子标签、应用软件系统三个部份组成。RFID

技术具有防水、防磁、耐高温、读取距离大、标签上数据可加密、存

储数据容量大、存储信息更改自如等特点。多用于电子票证、物流系

统、高速公路收费及智能交通系统。

四大防伪技术的运用保证了雅昌艺术品鉴证备案鉴定证书的权威性，

经过鉴定后的艺术家原作将由艺术家亲自签署证书并由雅昌艺术品

鉴定备案认证中心进行技术备案，出具防伪鉴定证书的同时也将作品

数据存入中国艺术品数据，并向全球公开查询。当作品进入市场中流

通时，鉴定证书便成为保证艺术品真实性的重要证据，当这种为艺术

作品建立流传有序的“身份证”式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将会在很大程

度上肃清艺术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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