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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由雅昌文化集团主办，雅昌艺术网承办，文化部市场司、

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市文化局作为支持单位的“诚信与传承”中国

艺术品市场征信论坛暨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中国行启动仪式在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论坛与启动仪式邀请了包括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北京市文化

局副局长关宇，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刘健，艺术家卢禹舜等，著名

收藏家、广东省岭南文化艺术促进基金会、书画委员会的主任严君云，

中国艺术科学研究所主任尹毅，惠普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李为冲，佳

士得中国区执行董事蔡金青，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妍

妍等重要嘉宾。其中，七位嘉宾在论坛现场发言。

论坛结束之后，雅昌艺术品鉴定中心揭牌成立，中心在艺术品生态和

艺术品市场的基础进行开发，联合拍卖行、画廊、艺术家，对在世艺

术家的现有作品进行鉴定，建立权威、完备的鉴证备案体系，正式

推出了“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以“让中国艺术品传承有序”

为核心理念，立足在世艺术家已经流传、正在创作和即将创作的作品，

立足艺术品的源头，为艺术品建立权威的“身份证”系统，由此确立

艺术品价值发现的基础，最终建立中国艺术品的传承体系。

论坛现场，雅昌艺术网总经理朱文轶作为诚信论坛主持人首先就目前

艺术品市场中的乱象引出话题，提出诚信危机成为艺术品市场的核心

问题。“真伪”和“价值”成为艺术品交易产业链条中的两个最简单

“艺术抵抗遗忘”：
帮助艺术家和收藏家共同来承担社会责任

文_刘倩　互联网事业部

———— “诚信与传承”中国艺术品市场诚信论坛于钓鱼台举行

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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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同时也将大多数努力进入艺术品市场中的

人们挡在了市场的门外。艺术品的真伪难辨和不可追溯性造成了诚信

缺失和传承的断裂，从而使“鉴定”成为市场中不可承受之重的角色。

诚信缺失：建立牢固的艺术品市场根基

在艺术品市场发展至今的关键点上，艺术产业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共

同遇到了“诚信”和“传承”这两个无法绕开的关键问题，朱文轶以

一句话引出本次论坛的重要核心：“诚信系统的构建需要我们回到艺

术品的源头寻找答案，重新建立艺术品的传承体系。”

似乎诚信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品市场中，同时可以扩大至整个社

会环境，社会信用环境好，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发展。北京市文化局副

局长关宇女士以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诺斯的一句话来阐释这个道

理：“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本身是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

市场的制度除了需要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配合之外，还需要诚信、

公正、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关副局长认为，

信用体系在经济交往主体中间是非常重要的，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

可以保障现代的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失信就会动摇经济发展的根基，

有信誉和公平的诚信在全国普及才能保证全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这个例子和这些道理在艺术品市场发展现状中显得尤为恰当，北京

在全国艺术品市场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大，但在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过

程中，关副局长认为：诚信危机是北京艺术品市场存在的一个非常

突出的问题：制假、售假、拍假、恶意炒作、哄抬画价已经严重影

响了市场的秩序。中国美协秘书长刘健也认为，在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过程中急功近利现象不在少数。就如朱文轶所谈到的，这让很多

“诚信与传承”中国艺术品市场诚信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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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投资艺术品产业的人望而却步，甚至有些专家也提出了“中国

艺术品市场根基不牢固”之说，艺术品市场如果不改变艺术品质量、

诚信和可持续发展，那这个市场最终会成为一场泡沫。

中国古代文人以“君子之约”建立起诚信制度，而这种口头约定甚至

延续至当今书画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商业标准的建立，具有现

代意义的诚信原则应该注入企业文化之中，佳士得中国区执行董事蔡

金青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妍妍在论坛中分别分享

了佳士得与嘉德这两家企业在坚持诚信和专业原则上历久常新建立

起来的品牌和客户信任度。蔡金青认为诚信原则不仅仅是一种理念，

而是将这种理念注入到经营体系跟企业的文化当中，“比如我们从征

集到鉴定到和客户、买家、卖家签订合约，到最后拍卖这一系列的过

程，每一步都有非常扎实的企业标准，还有法律条约的约束。”

胡妍妍女士认为在企业经营中的每一点诚信和每一点扎扎实实的鉴

定工作都可以带给市场无限的生机和发展的前景，她通过一则吴冠中

的故事讲述了诚信让她结缘于大连的一位收藏家：“曾经有一位大连

的收藏家跟我说想收藏吴冠中的作品，但听说在市场中有很多吴先生

的赝品，所以不敢买，因为当时我跟他讲说我们所有的作品是通过吴

老鉴定过的，他开始在嘉德买了几张，他开始还怀疑拍卖公司这么大

“诚信与传承”中国艺术品市场诚信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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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作品是不是每一件都给艺术家鉴定了呢？后来有一次正巧吴老

去大连做展览，他作为一个完全是跟吴老来讲的陌生人邀请吴老去看

看他收藏的作品。当时吴老也觉得很诧异，但还是跟他去了，看到那

些作品吴老说都是真的，藏家就告诉吴老说是从嘉德买的。吴老说是，

嘉德每一次都请我看，这个收藏家就更加坚定了他继续收藏吴冠中作

品的一个信心。后来也成为在中国收藏吴老的画非常多的一个著名收

藏家。”

而如果想建立牢固的根基，那就只建立诚信体系，就需要针对目前

艺术市场的建设、评估鉴定市场发育不良，法律法规空白、市场中

介组织没有发挥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在根本上进行改变。关宇副局长

认为诚信系统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需

要政府主导，同时需要行业协会进行推进，需要企业履行主体责任，

同时需要社会参与监督。胡妍妍女士也认为诚信体系这项基础工作的

建立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这需要的是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效。

传承断裂：政府管理，行业参与，共同解决鉴定乱象

诚信体系的建设并非靠一朝一夕的热情，就如传承的延续也要靠点滴

做起，尤其在艺术史中的传承皆为代代相传，以中国美术史的著录为

例，北宋宣和年间的《宣和画谱》，清乾隆、嘉庆两代皇帝亲自主持

编成的《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天禄琳琅》，包括私人收藏

家编著的明代项元汴的《蕉窗九录》、《天赖阁帖》，张丑编著的《清

河书画舫》，清代安岐著录的《墨缘汇观》等都成为后人收藏和鉴定

艺术品的重要证据。

所以在当今的艺术品市场中，传承有序、著录可信的艺术品一直是拍

场藏家相互追逐的对象，所以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问题都指向艺术

品能否做到“流传有序”的基础之上。但当代艺术品由于缺少清晰的

流传纪录，缺少可供查证的证据系统，市场中艺术品的不可追溯性和

产业链中的漏洞让造假者趁机而入，从而让当下市场的造假现象比以

往任何时代都严重，最终使得艺术家的市场一旦形成，就引来产业链

各个环节的造假现象。

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认为艺术品造假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市场

价格，还涉及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传承的问题，“不管是

经济的，还是文化的考量，把真和假的问题搞清楚是很重要的。真与

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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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问题不仅仅是艺术品行业本身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也成为社

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去年我们委托有关机构对艺术品市场方面的舆情

做了一个梳理，其中鉴定真假的问题就是首要的问题。”

但艺术品鉴定乱象在近几年一直属于社会热点话题，却也是一个无

法解决的问题，其中呼吁声音最高的解决方式莫过于政府政策的出

台和介入，对于这个问题庹祖海副司长认为“政府管理、行业参与、

学术支持三方结合”，才能逐渐规范艺术品市场。庹司长谈到：“大

多数意见认为政府部门应当对艺术品鉴定问题进行管理，当然也有少

数人为政府插手这个事表示担心，我想这种担心还是对相关的政策了

解不够造成的，多数人认为政府应当制定和完善艺术品经营管理方面

的法规和制度。我们非常认可和认同这样的看法，近几年文化部对艺

术市场调研过程中召开了很多的会议，起草《艺术品市场管理条例》，

这个条例突出问题还是鉴定问题，所以我们去年又委托有关专业机构

就此进行专门的调研、论证，目前这个课题已经结题了，给我们也提

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的方案。”

基于这些管理层面的措施，庹副长还谈到政府部门不会直接介入鉴

定，也不会设立一个官办的鉴定机构从事鉴定工作，政府是制定相

关的法规，对社会上从事艺术品鉴定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明确

什么资质机构的人员可以进行艺术品鉴定，艺术品鉴定的程序应当

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总之就是改变目前艺术品鉴定没有准入的门槛，

没有相关的规则，不对鉴定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一种状态，而具体管

理方式则包括“政府要把法规建设做好 ; 发挥各地方行业协会的作用 ;

学术和技术这方面的支撑”三个方面。

著名艺术家、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也认为成熟的艺术市

场应该是行业内各个角色各司其职，相互扶持才能完成。他认为可

以把当下的造假乱象理解成为是发展阶段的必然存在，看到这种现

象的出现才感到书画市场和行业角色在艺术实践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他谈了自己的看法：“艺术家在艺术实践当中只有画出好的作品，能

够把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做得更好，这是我们做

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而市场的规范化应该是雅昌、拍卖企业等角色

去做 ; 政府政策的推出应该是艺术司和文化局去做。”卢禹舜认为应

该形成这样一种丰富、多层次的文化消费局面，才是国家文化市场非

常成熟的一个标志。

科技手段、数据库运用：中国艺术品诚信体系建设要素

从源头解决艺术品的传承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则是真假，而“辨伪”

则成为关键。但当社会发展至当下，造假水平随着科技的发展也开始

介入其中，中国艺术科学研究所的主任尹毅在论坛发言中谈到传统鉴

定系统在当下已不可靠，中国艺术品传统鉴定模式称之为“经验鉴定

模式”，而经验鉴定最主要的依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艺术工艺等，

虽然这种方式在过去有些场合是非常管用，中国每个朝代都有一些很

好的鉴定专家。

但是尹主任也谈到：“时代发展到我们当下，造假的水平越来越高，

而且有了高科技的一些手段介入，我们的鉴定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

了。在科技造假这个领域，他们要把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差异趋于

零。”艺术家何家英在鉴证备案现场也谈到他对高科技造假的看法：

“高科技造假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现象，人为的用手绘的造假我一点都

不担心，从绘画可以很容易分辨出真假。但是这种高科技的造假让我

不得不担心，因为有的造假的程度让熟悉的人都特别难辨认，甚至有

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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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喷绘的东西没有网点，而且采用双面印的方式，艺术家都无法去判

断，特别可怕。”

尹主任还谈到除了造假之外，还包括艺术家自身或者客观因素都会造

成艺术作品的变化，所以传统的书画鉴定或者其他艺术品鉴定的这种

以风格、以功力为主要依据，有道理，但是不太可靠。

庹祖海副司长在论坛中回忆 2012 年《紫禁城》的第七期刊登了几

年徐邦达和启功先生的专题，他介绍很多文物艺术品方面的专家学

者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就指出，这几位艺术品鉴定的大师，已经基本

建立了中国古代艺术品书画鉴定的理论基础、学术体系，而在这个基

础上结合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就可以把艺术品鉴定工作的科学性进一步提高。

在今年 5 月份北京市文化局办公室发布的《北京市艺术品鉴定工作

试点方案》中，提出将分试点进行司法鉴定、艺术鉴定和技术鉴定的

具体操作流程。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五家首批试点单位之

一，对各种鉴定方法进行整合规范，提出了要开发艺术品信息认证系

统，建立艺术品档案库和艺术品身份证认证系统，通过收集艺术品图

片、文字、视频等多角度、多维度的资料来描述和记录单件艺术品流

通的线性发展轨迹。同时，对每件进入数据库的艺术品赋予唯一的“身

份编码”。

雅昌艺术网十多年来在做的就是通过交易数据的聚集、聚合、呈现、

解决公开交易价格查询最基础的信息对称的需求，这正是在用互联网

的力量打造艺术事业的基础设施、让交易有章可循、决策有据可依。

“诚信与传承”中国艺术品市场诚信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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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科学研究所的主任尹毅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妍妍

佳士得中国区执行董事蔡金青

资深收藏家严君云 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刘健

惠普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李为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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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文轶谈到当雅昌艺术网建立十多年之后也意识到当艺术品传承

有序的链条还没有建立的时候，雅昌艺术网仅仅建立一个信息发布的

平台还远远不够。

惠普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李为冲博士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雅昌所积

累的数据资源如果能够为艺术投资、欣赏、教育发挥作用的话，会极

大地提升我国在艺术领域的产业，也会大大地提高我们青少年对艺术

品的欣赏能力，也会对我们整个社会产生非常大的正能量。

在技术层面，尹毅主任认为雅昌将鉴证备案看作是一个科研问题，把

科研成果做了很周密的市场调研和技术操作的研究，雅昌推出中国艺

术品鉴证备案服务的业务，就是让艺术品鉴定步入科学取证、科学认

证的专业化轨道。

对于科技手段和数据库的运用，让雅昌艺术品鉴证备案形成了一个具

有社会公信力的服务模式，胡妍妍认为雅昌所做的艺术品鉴证备案是

非常准确的，鉴证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鉴定”，“鉴”还是分辨

真假的鉴定工作，但“证”却是还有一个见证的过程，包括对于艺术

品“身份证”中的所有数据信息 ( 包括文字、图片、影像 ) 将全部纳

入备案数据库，实现备案数据云存储，可查询，可验证，真正做到艺

术品真伪信息可追溯。

　　在论坛的最后，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用 2010 年世博会德

国馆的一句话“艺术抵抗遗忘”表达了艺术品鉴证备案的意义在于“帮

助艺术家和收藏家共同来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

“诚信与传承”中国艺术品市场诚信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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