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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授将视为珍宝的收藏品

捐赠给大学博物馆，不料却引起

轩然大波，让自己和学校都陷入

舆论漩涡，至今没有脱身——上

周，由重庆大学博物馆开馆，却被

网友挑出众多藏品为“赝品”的新

闻事件，让我们一窥文物收藏这

片天地里的不少秘辛。

有人说，捐赠总归是好事，无

需太过苛刻，其实那是不了解这

里面的诸多弯弯绕绕，不明白为

何有些人总盯着这些“好事”，又

是如何翻云覆雨，把为社会做好

事变成给自己贴金装、开利益私

渠的。咱不说政府和教育部门已

经关注的热点，单就表一表笔者

身边听来的一点江湖故事。

11//不敢说话的老专家
现在主动或被动出现在收藏

市场鉴定环节的专家不少，这里

面，既有文物系统、研究机构、大

专院校以及各级各类博物馆、拍

卖行的专业人士，也有其他如在

艺术创作、文化研究甚至社会活

动等方面有点名气的人物。他们

都有可能被拉来站台，并戴上一

顶“鉴定专家”的高帽。

其实，收藏鉴定是一个非常

专业化、门槛相当高的工作。即

使许多从事考古发掘、文物保护、

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专业人士，也

未必精于此道，更别提能在多个

收藏品类上都成为鉴定专家了。

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却为何那

么多所谓“收藏家”“博物馆”视而

不见？无非是因为：真正的专家

不好请；请到了，人家也不愿、不

会信口开河，随意论断；他们一旦

开口，那意见也许不如邀请者所

愿的那么中听。

笔者的一位长辈曾在文物系

统工作多年，有段时间他就经常

接到类似的“鉴定邀约”。不过，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避之不

及，甚至给亲友定下了“不做鉴

定”的规矩。他说的话很实在：

“我们一辈子做田野考古工作，见

得都是真东西，没见过假的，如何

对比？况且我了解过，现在文物

贩子、造假高手，手段和技术都高

明得很，有些东西做出来，比真的

还像真的。人家一邀请，你就随

便看看，有时候隔着玻璃，甚至就

是个照片，你就敢断是真是假？

谁有那个水平？”

专家不敢“鉴定”，于是许多

人动了歪脑筋——请不来的就哄

来，比如以学术研讨、参观交流、

庆典观礼等理由邀请，不提“鉴

定”，只让一堆名人拍照、题词、签

名，横竖在照片上你看不出专家

说过什么，哪怕他当时正对着藏

品纳闷：“这是个什么玩意？”

爱惜专业名声的专家，如今

已经被这些活动搞得如惊弓之

鸟，生受不起。他们担心一旦误

入江湖圈套，不仅有损专业声誉，

更严重的是可能会误导公众和市

场，给造假者做了帮凶。学术界

和许多专业人士，对近些年大热

的鉴藏类节目已经有很多批评，

如今面对“博物馆热”，他们的担

心又比对“收藏热”更多了一层，

因为收藏主要涉及交易双方的利

害，而博物馆失去鉴定的严肃性，

会对不特定观众产生难以估量的

恶劣影响。

22//特爱捐赠的收藏家
至于为什么在鉴定不易的情

况下，仍有人热衷于“建馆”，热衷

于“捐赠”，这其实也埋伏着很深

的利益线索。

笔者的这位长辈也曾接到南

方一家博物馆邀请，且表示有重

量级收藏家“向本馆捐赠一批珍

贵文物”，请他去开阔眼界。老人

没去，后来果然在新闻里看见这

家博物馆在文博界引起了一些争

议，起因正是这批“捐赠文物”。

这些年，不断有“重量级收藏

家”冒出来，而且经常见到他们大

手笔“捐赠”。有的所谓“博物

馆”——当然经常是未经文物部

门审核批准的“民间博物馆”——

完全是靠一位或几位收藏家“捐”

出来的。在赞美他们的华丽辞藻

中，你经常见到诸如：改写了什么

什么、震撼了什么什么、开创了什

么什么的说法。

但是，历史哪有那么容易改

写和开创的？如果这些“捐赠重

器”，真的珍贵如斯，为文化计、为

研究计，懂行的收藏家们为何不

寻求向更有研究和保护文物能力

的、社会影响更大的、文化传播效

果更好的国内公立博物馆捐赠

呢？要知道，这些博物馆近些年

已经建立了畅通和规范的接受捐

赠通道啊。是不愿捐，不能捐，还

是捐了人家不接受，不接受的理

由又是什么，这里面很值得玩味。

有一次，笔者偶尔看到一本

精美考究的个人收藏图集，据说

是收藏圈内颇有名气的某海外藏

家的藏品集。书中“文物”时代之

全，品相之美，就和这本贵气十足

的书毫不逊色于紫禁城出版社出

版的图集一样，简直可以媲美故

宫里的国宝。但可惜，专家看过

都明白，那里面绝大多数是赝品，

尽管其中不少特意标注了“捐献

给某某博物馆”等字样——这博

物馆当然是你听都没听过、可能

一辈子也不会去过的地方。

但妙的是，越是“捐赠”动静

大的收藏家，其“地位”似乎越容

易得到某种抬升，他的其他藏品

似乎也得到某种背书——看，人

家的藏品都被某某博物馆收藏

了，有多少多少专家鉴定过，那他

现在卖的还能假吗？

高晓松在重庆大学博物馆风

波后，发了一条微博，讲自己曾陪

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参观一位“艺

术大师”的收藏，“大师”藏品动辄

夏商周，言必“故宫国博差远了”，

法国前总理阵阵惊叹，翻译满脸

虚汗，高晓松则连和“大师”合影

都不敢，借口上厕所溜之大吉。

明白人早就看清状况，演戏的却

绝非只求个自得其乐。个中缘

由，客官自去思量，我只希望：文

物热也好，收藏热也好，博物馆热

亦好，就是这几件事加起来，热上

加热，别把中国传统文化这所精

美的房子烤着了。

在信用消费时代，每个消费

者都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信用

才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资产。纵使

一时囊中羞涩，只要收入的预期

不变，拥有偿还的能力，一个人就

拥有相应的信用。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

出，信用不是生产力，而是一种

“购买力”。他认为，信用能替代

货币——“有信用的人，能使用信

用购买货物，他因此创造了货物

的需求。”后来，有经济学家指出，

货币本质上也是一种由政府主权

支撑的信用。信用虽然看不见摸

不着，其意义和价值不容低估。

因此，信贷生活并不是“空手

套白狼”，而是以信用预支为代价

的。有理性的消费者，也从来不

会幻想消费信贷工具就是“无偿”

的，商家允许这种消费方式就非

“仁慈”的，因为付出的信用，就是

财产的代名词。

对于无法脱离电子商务生活

的年轻一代消费者来说，树立信

用意识，是他们财富观念不可绕

过的环节。如今，很多年轻消费

者不再是“月光族”，而是“负债

族”，这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信用

的约束力，也让各类消费信贷工

具变得愈加沉重。

这并不是说，消费信贷工具

就是完全不可取的，其实，消费者

头上那顶无形的“紧箍咒”，能够

让人们更谨慎、更理性地作出消

费决策。在普遍使用现金消费的

年代，尽管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

务没有这种心理负担，但消费决

策往往存在某种被动性——必须

积攒到相应的资金才能购买。现

如今，消费与收入在个人财富生

活中获得了相似的权重，消费主

动性的增强，既延伸了消费的意

义，也增加了消费的价值。

现实中，一些消费者因为缺

乏信用意识，没有养成现代财富

观念，导致个人信用崩塌，本人不

得不承受巨大的代价。不过，除

了批评相关的消费者，也要警惕

一些商家埋下的“陷阱”。比如，

消费信贷工具的本意是支持消

费，而不是向借贷者提供直接的

贷款。如果商家有意无意地开口

子，让借贷者以名义上的消费借

贷获得资金，并将资金消耗在缺

乏制约的领域，就会让信用消费

脱离应有的轨道。

尽管正规消费信贷工具的分

期利息相对较低，但并不意味着

分期服务都是免费的。年轻消费

者月收入较低，使用分期方式归

还借款可以理解。然而，一旦分

期归还的金额超过了个人未来的

收入，消费者同样可能遭到信用

的反噬。在现代财富生活中，诱

惑越大，风险也越大，每一个人都

要树立诱惑与风险相对应的意

识。 （中国青年报 王钟的）

收藏江湖的水啊，谁的泪……

鲁西西

消费信贷，消费者头顶的“紧箍咒”

爱惜专业名声的专家，

如今已经被这些活动搞得如

惊弓之鸟，生受不起。他们

担心一旦误入江湖圈套，不

仅有损专业声誉，更严重的

是可能会误导公众和市场，

给造假骗人者做了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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