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角文周刊
2022年4月17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黄国栋 / 校对 余燕红

A6人E-mail:hdzk@ycwb.com

古伟中兄不愧为诗词好手。
记得五年前他第一本诗集《岁月
拾韵》才出版，我也曾写过几个字
助兴。匆匆数年，他的第二本诗
集《霜叶集》又来到我的案前。

翻开展读，才至第五首《南国
红棉》，忽然一个念头跳将出来：
古代章回小说《金瓶梅》《西游
记》等，凡状奇景写山川描人物述
故事，往往附之以诗，曰“有诗为
证”，如何如何；大有单以散句状
物写人不能作数，必待一首好诗
或好词出来作旁证，山河之美人
物之雄才算落到了实处，办成铁
案。正如岭南春日红棉花开，年
年如此，可惜天地无言，即便红云
挂满枝头，也只是花自开叶自落，
无从自证红棉花开的雄壮美景。
必待诗人如古伟中兄这般，用生
花妙笔，装点成诗，与历代无数的
红棉诗一道，传颂神州大地的岭
南岭北。那些从未亲证岭南春日
这道独特风景的人读了诗句，方
才明白“迟日花城花事连，红棉百
丈欲擎天”乃是不易的事实。

辞与物匹配得天衣无缝，于

是诗就成了山川景物和人间红尘
的铁证。而这正是中国诗学可贵
的传统之一：诗是存在的证明。

或以为古代章回上面那些
“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的话头，
不过是小说家的方便法门，实在
不必再费周章。其实不然，寻常
话里有不寻常的意思。诗与文同
是语言的运用，但却从无“以文为
证”的说法。“以文为证”不能形
成一个命题，而“有诗为证”已经
成为诗论的命题，这显示了诗与
文的差别，其中的微妙值得仔细
思量。

鄙见以为文无定法而诗有成
规的诗文作法不同是形成这个差
别的根本原因。苏轼自述作文的
一段话广为人熟知：“吾文如万斛
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
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
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
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苏轼的
话讲出了为文的真谛。作文要随
物赋形，所以文无定法；然而写诗
却有成规。分行字数句数押韵平

仄是成规，比兴寄托又是另一种
成规。无成规则不成诗。作诗如
作文的最后结果是无诗有文。

文无定法则难以捉摸，全凭
自家在实处暗中摸索，就像一位
今日说东明日说西的“证人”，虽
然手头也有些许证据，如若让其
帮忙，两肋插刀，无奈言辞闪烁，
靠不住，派不上用场。诗则不同，
规规整整，如人着装整齐，端庄有
礼，看上去就坚实可信，可靠得
多，更兼诗句朗朗上口，辩才无
碍，用来做人间万物存在的“证
人”，是恰如其身份才华的不二之
选。所以在中国文明的用诗传统
里，喜庆有诗，嗟怨也有诗；登第
有诗，落第还乡又有诗；饮酒有
诗，赏景更有诗；孤独有诗，应酬
还是少不了诗。总之，人间万事
万物、万人万景，无不可点缀以诗
作为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如
同雁过留声，雁就是那景那人那
历史，在我们的眼前倏忽而过。
但它的长鸣却划破天空，诗就是
雁过长空留下的鸣声。

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陈寅恪

深知旧诗的真义，创为“以诗证史”
的妙法。从诗人昔日的“证词”里，
寻出许多以为早已尘封不见的旧
事，勾勒出一幅幅耐人寻味的人生
和故旧的画卷。孔夫子有诗可以

“兴观群怨”的说法，愚见以为还可
以再补一端——诗可以证。

既然诗可以证，那证什么
呢？诗的所证要具体分析。落实
到古伟中兄的新作《霜叶集》，我
觉得有三证：一证神州国运升隆，
国势强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物
阜民丰，社会安定繁荣；二证九州
山河雄奇壮伟，山川大地美景足
供寻访游观，名胜古迹足供登临
凭吊，华夏无处不可寄托诗人的
情怀感受；三证伟中兄胸怀广阔，
数十年足踏大地，勤勤恳恳，为建
设南粤家园，老而弥勤，老而弥
坚。他与我为同窗。半退之后，
他在参事室，我在文史馆。为调
研献策之事，间有见面。每年咨
询调研，他皆奋勇当先，不辞劳
苦，足为我应当效法的楷模。今
得展读他近年的诗词集，有所感，
书草草数言，聊当致贺。

自1952年成立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至今，广东文物鉴定事业
进入第七十个年头。文物市场现状如何？哪些古董可以买卖？文物
鉴定有哪些途径？“祖上传的”就可随意出境？近日，广东省文物鉴定
站站长刘成基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炼就火眼金睛
识破“专家级”文物造假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黎存根

许倬云：

我真正的归属
是历史上的
永远不停的中国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吴小攀

在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站
长刘成基办公室里，没有看
到想象中摆满“文物古董”的
场景，普通的桌、椅、茶几、沙
发、书柜，和其他常见的办公
室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但当
他娓娓说起文物鉴定，话语
间却带有几分令普通百姓好
奇的神秘感。

从 1952 年成立广东省
文物保管委员会，到1977 年
的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再到 1997 年广东省文物鉴
定站成立，广东省的文物鉴
定事业如今迈入第 70 个年
头。过去一年，广东文物鉴
定站业务人员平均每天需要
鉴定近260件物品。

从商承祚、容庚先生，到
宋良璧、苏庚春、彭如策先
生，再到叶奇峰、单晓英、李
遇春、谢海山、潘鸣皋等专
家，一代代文物鉴定人的努
力让广东文物鉴定工作走在
了全国前列。

羊城晚报：在一般人眼中广
东并不算是文物大省，您是怎么
看待广东文物的？

刘成基：在一般人的印象
里，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地下埋
藏的文物多，能够称得上文物大
省；广东相对而言，地下埋藏文
物确实没有人家多，但是广东地
下出土文物其实很有岭南特
色。我们的水下文物在全国是
比较多的，因为广东沿海是海上
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所以古代沉
船很多，像南海I号、南澳I号，水
下考古丰富了我们的文物优势。

广东的可移动文物方面，如
民间收藏、博物馆收藏，也是比

较丰富的。因为毗邻港澳地区，
经济发达，爱好收藏的人也比较
多，文物拍卖比较活跃。此外，
像外销画、广彩外销瓷、牙雕制
品，以及岭南画派书画作品等具
有岭南特色藏品也有不少。还
有，广东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
地，革命文物序列性强、种类丰
富，也是一大特色。

羊城晚报：广东民间收藏在
文物鉴定咨询方面的需求如何？

刘成基：近些年来，民间收
藏文物鉴定需求空前旺盛，无论
是祖传老物件还是合法交易所
得古玩，公众收藏鉴赏的兴趣度
都大大提升，并且逐渐呈现全民

化、年轻化、个性化趋势。除了
成熟发达的拍卖行、文物商店、
古玩市场等文物交易渠道，众多
线上文玩交易平台进一步降低
了民间文物鉴赏的门槛。2021
年底，国家文物局等六部委发布
《关于加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
促进文物市场有序发展意见》，
相信文物行政主管等部门也会
在做好文物市场监管监测的基
础上释放更多政策利好，届时文
物鉴定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强。

羊城晚报：民间收藏鉴定时
赝品占比大吗？

刘成基：从以往的鉴定数据
来看，群众送鉴的真品比例并不

算高，只有20%左右。我们去年
在韶关的“南粤鉴真公益行”活
动现场鉴定了 500 多件，有 300
多件是真的，这算是真品比例非
常高的，还试过有一次公益鉴定
活动里上百件送鉴器物里面没多
少是真品。这一方面是民众缺乏
专业文物鉴定知识，另一方面也
是文物造假技术层出不穷导致。
我们鉴定时也经常碰到有些老年
朋友因为缺乏文物鉴定知识而上
当受骗，购买了大量赝品，破财
又伤心。因此，我们经常提醒民
众，擦亮眼睛、谨慎选择，尽量多
看、多学、少买，同时一定要通过
合法途径取得和转让文物。

羊城晚报：民间收藏文物鉴
定应该找哪些机构？

刘成基：市民如果希望鉴
定自己手中物品的真伪，可以
首先咨询国家指定的公益性鉴
定机构，此类机构不会收取任
何费用，不涉及利益关系，以我
站为例，鉴定人员均经过国家
考核，取得文物进出境责任鉴
定员资格证，鉴定经验丰富。
而对于市场上各类盈利性文物
鉴定机构，质量其实是良莠不
齐的，我们谨慎建议市民朋友
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选择知名
度较高的一些合法经营机构，
或可多咨询不同的机构，如遇
自称鉴定后能帮藏家古董拍出
高价，需要事先收取一定费用

的情况，则要马上警惕，避免落
入“套路拍”陷阱。

羊城晚报：应该如何引导民
间收藏文物合法进行？

刘成基：哪些古董可以买
卖，一直是民间收藏者关心的
话题。在合法收藏方面，提醒
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中的规定，我国境内
地下、水下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
于国家所有，因此不要非法收藏
出土、出水文物。大家倘若在野
外或水域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
场，并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
门。收藏爱好者在文物市场上
购买古玩时，也可以向转让或出
卖者多问一句，了解清楚古玩的
来源，避免陷入倒卖文物等风

险中。
羊城晚报：文物拍卖标的审

核也是省文物鉴定站的职能之
一，近些年来的相关情况如何？

刘成基：自2021年以来，我
省的50多家文物拍卖企业纷纷
加快线上布局，网拍达到了 57
宗，占拍卖总数的 60%，形成线
上 + 线 下 拍 卖 同 步 并 进 的 局
面。作为目前全省范围内唯一
实际承担广东省文物局下派的
文物拍卖标的审核任务的机
构，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做到事
前审核到位，依法依规促经营。
2016 年以来，参加文物拍卖标
的审核共 319 宗，审核标的共
152737 件，并对其中不符合规
定的737件进行撤拍。

羊城晚报：按有关规定省文
物鉴定站（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
广东管理处）代表国家对广东口
岸的出境文物进行鉴定、查验，
守护着文物安全“南大门”，在文
物进出境审核方面，主要有哪些
举措？

刘成基：为了守护我国文物
安全的“南大门”，广东认真做好
坚持了近70年的文物进出境审
核工作。仅 2016 年以来，共完
成个人携带和单位文物展览的
进出境审核业务 627 宗 10556
件/套。对于海关查扣疑似文物
的鉴定，截止到 3 月底，近 6 年
间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共计完成
1048宗 45018件/套海关疑似文
物的鉴定，其中文物有 16420
件/套。我们也大力配合省内博
物馆开展文化交流展览工作，比
如去年粤港澳三地文化交流合
作大展《三城记——明清时期的

粤港澳大湾区与丝
绸外销》。

羊城晚报：在文
物进出境方面，民众
容 易 误 入 哪 些“ 雷 ”
区？

刘成基：现在有
不少人会去境外拍
卖、购买一些文物回
来国内，这要避免踩
到“雷”。比如境外
对待文物可能只是

“商品货物”的概念，
对其合法性来源审
查并不如我国严谨，有拍卖流
程、买卖票据就能流通，但这些
文物要通关入境时，上述资料并
不能完全证实整个流通来源的
合法性，有可能是非法流失出国
的文物。国外购买的文物，入境
也要申报，缴纳关税。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规定，国有文物、非国
有文物中的珍贵文物和国家规
定禁止出境的其他文物，不得出
境。其他文物出境也应当经文
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允许，才
能向海关申报，从指定的口岸出
境。不要以为说一句“这是祖上
传的”，文物就可以随意出境。

羊城晚报：在日常的文物鉴
定工作中，如何提高鉴定结果的
准确性？

刘成基：结论准确是文物鉴
定的生命线，鉴定结果的准确性
对于我们而言是重如泰山，因此
我们专门制定了各类鉴定工作
的业务规程，并组织站内鉴定人
员进行学习，在工作中严格执
行。参与鉴定业务的专业人员，
除了必须取得责任鉴定员资格
证外；鉴定业务活动均由鉴定团
队进行负责，根据所需鉴定的种
类，每团队由至少两名本项目的
责任鉴定员组成，总人数必须3
人以上。另外针对不同的工作
需求，我们还会邀请省文物鉴定
委员会委员以及省内外的专家
学者参与鉴定活动，保证鉴定工
作的专业性。因为文物鉴定不
能有丝毫差错，不能把文物鉴定
为现代工艺品，也不能把文物的
级别定错了。

广东省文物鉴定中在传统
眼学鉴定的基础上，已经前瞻性
地主动引入科技检测手段，对传
统鉴定手段进行科学数据的补
充，构筑准确鉴定的保护网。截
止到今年3月底，我们已完成陶
瓷器、玉石器和金属器等的科技
检测委托数百宗千余件，为文物
科技鉴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数
据和经验。

羊城晚报：对高仿“文物”的
鉴定难在哪里？

刘成基：文物造假水平是越
来越高的，现在造假的人很多也
是“专家级”，常年研究这一领
域，人家也跑到故宫、国家博物
馆去专门研究。现在很多文物
的科学研究参数也是公开的，通
过数字化博物馆三维影像、全高
清等全面展示，造假分子也能仿

制出与文物尺寸、颜色、成分高
度相似的赝品。比如陶瓷文物
造假，很多都已不是考一般老百
姓的眼力，而是考专家眼力，有
时连专家都有点难辨认。甚至
有造假分子用真实年代的陶瓷
器底移花接木，用高科技手段重
造一个陶瓷器以假乱真，因为他
知道科技精密鉴定年代一般在
瓶底取样，而这个底就是真的。
这个时候又需要人的火眼金睛，
而科技智能手段辅助。我们如
果遇到一个高仿品，会觉得压力
很大，要小心谨慎地面对挑战。

羊城晚报：文物鉴定人才培
养难在哪里？现在文物鉴定人
才是否能满足需求？

刘成基：文物鉴定人才需要
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培养
周期更长、知识分支更细、所需
储备的知识量更大。最重要的
实务考试，要求在一个小时内辨
别 60 件文物是真是伪，明确写
出是什么器物，属于什么朝代，
还要判定能不能出境，平均一分
钟判断一件，准确率要过 90%，
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核
定具有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
责任鉴定员资质只有 11 人，需
要承担全省鉴定业务，每人基
本都需承担 2-3 项鉴定方向，
在鉴定业务逐年增加的情况
下，“小马拉大车”的现象一直
持续。所以我们重视站内鉴定
人员的培养，站内也一直坚持

“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新入职
的专业人员会被安排进具体业
务科室之中，跟随前辈执行鉴
定任务，在具体工作中接受指
导。这种培养方式虽然传统，
但颇为有效，可以让新人更快
成长。

历史学家陈寅恪深知旧诗的真义，
创为“以诗证史”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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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基

民众送鉴只有20%左右真品

哪些古董可以买卖？

“祖上传的”就可随意出境？

面对高仿“文物”如履薄冰

最近，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推出新书《许
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这
是他90年人生思想之总结，也是他对这个时
代现状及出路的总体性回应。

当下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近现代中西的
“师生关系”是否到了转变的时候？今天的教
育问题何在？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匹兹堡家中
通过视频的方式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羊城晚报：2022 年您出版
了新书《许倬云十日谈：当今
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可
以讲讲“十日谈”的来历、背景
吗？

许倬云：我想借“十日谈”
这个题目，来讲一些对当前世
界的看法，因为薄伽丘写作
《十日谈》这本书，其背景是欧
洲发生大瘟疫的时候，和当前
全球蔓延瘟疫很像。

当年薄伽丘写作《十日
谈》的时候，瘟疫蔓延了好几
年。据大家事后判断，那次大
瘟疫促使 欧洲大改革的开
始。因为生病导致死者很多，
参与救治的医生很多，对于人
的身体逐 渐有了更多好奇
心。再加上很多尸首可以解
剖了，新增了人体解剖上的知
识，这是生物学、生理学的开
始——这两个就已经很能够
造成大的冲击了。

再加上当时各国政府，在
应对瘟疫这个问题上，有注意
的，有不注意的，引发了很多
地方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
任。这一连串下来，就造成
了近代革命的第一波——思
想革命、科学革命。因此，欧
洲发生了一次大的跃进。中
古的欧洲还赶不上中古的中
国，但那一跳跃，就跳跃到近
代了。

中国历史上的瘟疫也不
少，不止一两次。以前欧洲暴
发黑死病的时候，传到中国死
了很多人。据估计，欧洲死掉

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那种
恐慌，比今天大多了。今天这
个新冠病毒，因为好的卫生条
件、好的预防——到现在，大
概全世界因感染新冠病毒死
亡的人口有600万。

羊城晚报：就您多年来的
观 察 和 研 究 ，现 在 的 中 西 方
处 于 一 种 什 么 样 的 关 系 中 ，
近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所形
成的“师生关系”是否已经有
了变化？

许倬云：百年来，中国一
直在追随西方。我觉得中西
之间的“师生关系”应该改变
了，是改变的时候了。中国这
几十年，技术的进步，物质方
面的进步，已经令西方人刮
目相看。中国能够以这么多
人，花如此大的力气和精神，
完成这么一个大的工作——
能够令几个亿的人脱贫，这是
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人要自
信，我们能做好科学研究、物
质生产，我们做出世界上最好
的地铁，最好的动车。台湾和
大陆的工人、工程师结合在一
起，在全球供应链上，可以生
产出最好的产品。这给我们
一个信念：我们可以做到世界
第一流。

唐宋以后，中国就曾经是
“世界工厂”——唐宋以前，实
际上西方买不起中国产品。
我有科学界、工程界的朋友，
大陆、台湾都有第一流的学
者。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一
样有第一流的人才。

羊城晚报：当下教育存在
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大致来
说，东西方教育各自的优劣及
其合理性？

许倬云：我常常鼓吹，要
让“大区”变成“小区”，将“生
活圈”当做教育的环境。在生
活之中学习，在生活中体会
——体会的不是书本的知识，
体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体会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才
真实，体会分劳分工，有权利
有义务，大家才活得有意义，
才活得不亏欠，活得有贡献。
这个“活的教育”，比教科书上
懂得高深的数论、懂得唯心学
派重要得多。

这种教育方式，有没有潜
力呢？美国过去没有那么多
大学，英、法、德、美四个国家
的一般教育，都由教会组织主
办。教会教给他们品行、德
性、责任、情感。“德”“智”两
个理论，“德”这部分的教育，
全是教会做的。教会教育人
们参加生活实践，去帮助他
人、服务社会。

我一直主张：人要体会
到，人跟人是群体。中国的教
育，就是教育人在群体里面做
个体。个体有责任带好群体，
个体有责任维持自己的尊严，
但是也要维持自己和群体的
关系。

羊城晚报：中国文化传统
有故乡、“叶落归根”的观念，
您觉得哪里是您的故乡？有
没有想过回归故乡？

许倬云：我具体的根在中
国。现在病成这样，也回不去
了。但我的坟地在中国已经
做好了。我真正的归属，是
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
不是哪个点、任何面，是一个
文化体，那是我的中国。那
个中国里有孔子，有孟子，
有董仲舒，有司马迁，有苏
东坡，有杜甫，有辛弃疾，有
杨万里，有范文正公，有黄山
谷，有王阳明，有顾亭林，等
等。那个中国里有经书、诗
词、戏曲、建筑，有人性，有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还可以回
到那里去。

在群体里做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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