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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速递

究竟多乱？
鉴定书怎么写，取决于“给多少”

现在只要在网上搜“文物鉴定”，
各种“价目表”，便扑面而来。一般都
不需要看实物，只要交一张文物的照
片，支付相应的报酬，就可以得到“鉴
定大师”开出的鉴定证书。这证书当
然都是说文物为真，不仅是真品，而
且是极品，价值简直无与伦比。

现实中的“鉴定名家”则大多分布
在各个古玩城里。青年报记者曾就此
进行过探访。这些鉴定书一般也就是
给了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且那些

“鉴定名家”还会给出各种“扬长避短”
的建议，比如如何把原本是暇疵的东
西说成是艺术家故意为之的精妙所
在。当然，这鉴定书怎么写，也完全取
决于支付的报酬是多少。

不约而同的是，这些鉴定名家大
多是将自己的经历说得很是神乎其
神。比如获得过某位泰斗的真传，参
与鉴定过《清明上河图》类级别文物
的鉴定工作等等。这些完全不靠谱
的鉴定书和“鉴定名家”，信誉度也是
越来越低，几乎到了无人相信的地
步。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是目前市
民进行文物鉴定的仅有渠道之一。

有收藏者告诉记者，他们有时听
说哪里会请专家做文物鉴定，也会赶
过去，但是根本就是人生山海，挤都
挤不上，而且这种鉴定服务不是固定
的，错过了也就不知道何时再有。这

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电视鉴宝
节目如此火爆。当然，鉴宝节目并不
是每天都在录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
得到专家的鉴定。所以转了一大圈，
市民要做文物鉴定，还是要去找那些
江湖人士，明知不靠谱，也只能硬着
头皮去。当下民间文物鉴定市场就
是如此混乱。

如何解决？
由专家在专门的地方提供咨询

对于这一乱象，上海市文物局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任何文物鉴定
的行为都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非依法设
立的类似机构，或采取变相方式开展
与鉴定有关的经营性活动并收取费
用的，均视为违法行为，其鉴定工作
及其出具的相关文书无效。现在来
看，那些开展鉴定服务的网店或者古
玩店，基本上都不是官方认可的机
构，即便花钱再多，鉴定意见如何天
花乱坠，也都是无效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市场上
那些不靠谱的文物鉴定已经被否定
了，而且是非法的，但是正规的文物
鉴定渠道却少之又少。记者注意到，
现在一些文博机构都会有很多鉴定
专家，但是他们一般都不对外服务，
有些拍卖行也会举行鉴宝活动，但是
这是以文物拍品征集为前提的，一旦
鉴定为真，如果收藏者不把文物送到
拍卖行进行拍卖，那对方会很不高

兴，认为是被蹭了便宜。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正规民

间文物鉴定渠道这一方面应该说是
欠缺的。而此次上海市文物局启动
民间文物鉴定咨询试点工作，就是要
弥补这一欠缺。在文物局看来，文物
鉴定市场之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
是机构乱，另一个是“专家”乱。所以
此次民间文物鉴定咨询试点工作就
是要从这两个方面解决问题。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此次有关方
面聘请了数十位专家作为文物鉴定
师，这些专家涵盖了文物鉴定各个领
域，包括瓷器鉴定名家高阿申、书法
家宣家鑫等等。而机构则认定三家，
包括上海市收藏家协会（城隍庙相爷
府茶楼5楼）、朵云轩（延安西路593
号1号楼5楼）和上海文物商店（广
东路238号）。在试行期内，这三家
机构专家免费鉴宝，专家口头告知委
托人鉴定倾向性意见，但不向委托人
出具文物鉴定咨询文书。

至于为什么不出具鉴定咨询文书
（也就是文物鉴定书），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一方面，一件文物对不对，也不是一
个专家就能说了算的，这需要专家们的
集体智慧，但是现在显然还没有这样的
人手。一方面，如果出具了鉴定书，就
有可能被用于作为拍卖或者市场交易
的凭证，但现在进行的鉴定是公益性质
的，不收费，如果与市场有了关系，就有
可能影响鉴定的公正。总而言之，这正
体现了鉴定的严谨。

“我相信在2017年以后的十年，
中国电影将百花齐放，迎来黄金10
年。”香港著名电影人、中影国际董事
总经理唐季礼在香港国际影视展中
的研讨会上说到。

香港国际影视展于日前在香港
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影视展吸引35
个国家、超过800个业内公司参与。
发展迅速的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影视
展焦点，内地有超过220家参展商前
来参展，还有3场关于中国电影的研
讨会，业内人士在此聚焦中国电影未
来发展。

此次会上，来自香港与内地的影
视业界专家却不认为IP电影是中国
电影的未来。唐季礼表示，“有人曾

跟我说，现在拍电影最好拍由IP改
编的电影。因为这样有一定受众，比
较稳，如果是导演原创的，所面临的
挑战性就比较大。”

“但我觉得观众还是越来越挑，
中国电影观众接触了很多外国电影，
就会有比较，并对中国电影有期待。
而我们拍电影的时候，不能仅依赖于
传统的中华题材和当下最火的IP改
编。”唐季礼说。

唐季礼表示，中国历史文化悠
久，有《西游记》、《山海经》等文化经
典，所以许多中国电影都是从过去
的文化中寻找拍摄内容，重复又重
复，不断消费。但未来中国电影的
发展应面向科技发展和国际市场，

中国电影人应在创作方面更现代
化，创作出超未来的、更新鲜的作
品，而这才是中国电影发展的生命
力所在。

中国著名制片人覃宏，曾投资并
制作了《如果·爱》、《南京！南京！》、
《黄金时代》等多部电影。他表示，当
前中国电影的拍摄和制作，不仅应迎
合市场，更应推向市场，以此慢慢改
变观众的观影和审美水平。

谈及中国如何拍出好的电影，覃
宏认为要有所突破。他希望未来的
中国电影可以在科幻片和本土警匪
题材中有所突破。当前中国电影资
本愈加充足，所以可以尝试拍摄大制
作的科幻电影。 据新华社电

实体书店将推广
阅读活动品牌化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上海新文化
地标、位于北外滩的建投书局日前举
行了一场名为“印度文明与当代世
界”的专题讲座，主讲人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博士生
导师尚会鹏。现场有百余名读者聆
听了讲座，尚会鹏从专业的角度为读
者揭开了印度充满魔幻色彩与异域
风情的神秘面纱。主题目录中，涉及

“文明之光”、“哲学思辨”、“社会沿
革”、“经济发展”、“科技前沿”等5个
方面的21场讲座，主讲人都是相关
领域的专家。

随着增强阅读体验成为很多实
体书店的共识，书店开展讲座，并且
实现阅读活动品牌化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JIC讲堂”就是建投书店的人
文讲座的品牌。除此之外，上海书城
有“全国新书发布厅”，现在已经发布
了48部作品，邀请了很多名家参与，
让上海成为新书首发的高地。季风
书园每周都会举办的“公益讲座”也
是学者和好书的汇集之地。此外，大
隐书局、大众书局等也形成了自己的
活动品牌。

业内人士表示，书店阅读活动品
牌绝不是偶然，因为活动一旦形成了
品牌，就能吸引读者养成参加活动的
习惯，当然也会督促书店自己在既定
的活动定位上不断努力下去。从这
个意义上说，活动成为品牌，也是实
体书店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李志最平和维权
双方一笑泯恩仇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谁说维权都
是一脸苦大仇深，非要斗得你死我
活？近日，音乐人李志维权的新闻被
各方关注，就是因为他维权之后，侵
权方诚恳而又幽默地回应，让这次维
权被戏称为“史上最平和的维权”。

前日，音乐人李志在微博向某节
目维权，称某节目未经授权使用自己
的歌曲，他写道：“作为一个原创类
（或者显得原创）的节目，保护自己的
知识产权和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
样重要。贵节目从41''开始1'28''结
束，侵权使用了 47 秒《你离开了南
京，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同样是文
艺工作者，这样搞不太好吧。律师说
私信等贵司三天哟！”

随后，节目总撰稿及嘉宾李诞快
速回复：“逼哥（李志的昵称），我们错
了，我们解决，催律师了。问了导演
组咋回事，配乐导演是逼哥粉丝，以
前电视台的，电视台都有版权库，他
疏忽了，这会儿也特别后悔。我们的
问题，十分抱歉，一定解决”。而“南
京李志”随即亲热回复：“好的哟蛋蛋
请邮件，至于电视台的‘版权库’我们
表示也不知情。”表示接受。

其实，这样的维权方式，让双方
都容易接受，对外界来说，版权意识
也在轻松的氛围中得到强化，可以说
是将坏事变成了多赢的好事。很多
网友也呼吁，从娱乐脱口秀出来的李
诞的回应方式，应该成为公关范本，

“让圈内好好学学”。

上海试点民间文物鉴定工作

免费鉴宝 只给意见不开文书
文物市场的一大乱象

就是各种“鉴定名家”满天
飞，只要报酬到位，他们就
会出具鉴定证书，把假的说
成真的，简直易如反掌。不
过，现在这种乱相有望得到
解决。青年报记者获悉，上
海市文物局已经启动了民
间文物鉴定咨询试点工作，
聘请有影响力的专家担任
鉴定师，在专门的地点为市
民展开鉴宝活动。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中国影人在港畅谈电影“黄金十年”

民间鉴定因长期“鱼龙混杂”让市民难以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