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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微信公号“江上说
收藏”发布题为《重庆大学耗资
670万建了一座赝品博物馆？》的
文章，指出重庆大学博物馆部分
馆藏可能系赝品。

文章认为，该博物馆展出的
铜车马、“商代兽面纹牛鼎”“汉代
雁鱼铜灯”等均可能是仿制品，其
他仿制品还包括仿南京博物馆元
青花梅瓶的罐子、仿国家博物馆
鲜于庭诲墓骆驼载乐俑的陶俑、
仿四羊方尊的乾隆年制瓷器等。
文章还称，该博物馆甚至出现了

“电镀金镶人工合成绿松石以及
不知名合成宝石的乌龟”。

记者多方辗转联系到了该
文作者“江上”。他自称是一名
文物爱好者，有20多年的收藏经
历，他写这篇稿子没有其他目
的，就是“凭着自己的良知说真
话而已”。

“江上”表示：“我在参观时看
到一些学生边参观边赞叹，说这
个藏品很了不起，那个藏品太伟
大了，我就觉得不能这么害学
生。他们是祖国的未来，让学生
看这些东西，并把这些东西作为

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去崇拜，我
觉得非常悲哀。”

公开资料显示，重庆大学博
物馆于今年10月7日开馆，在90
周年校庆之际与师生们见面。馆
藏的342件文物由重庆大学教授
吴应骑捐赠，文物类别包括玉器、
青铜器、陶瓷器、佛造像、掐丝珐
琅器、百宝镶嵌、竹雕笔筒、古代
玻璃器等。

记者了解到，吴应骑为重庆
大学艺术学院退休教授，专业为
中国美术史。2016年，吴应骑在
接受重庆本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文物的搜集和
研究，将收藏的300余件宝贝和
文物捐赠给重庆大学博物馆，曾
表示“这些文物都是经过相关专
家鉴定的，非常珍贵的文物占到
60%以上”。

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后，重庆
大学博物馆已于15日起闭馆，暂
停对外开放。重庆大学党委宣
传部告诉记者，学校已成立专
门工作组，对网上反映的情况
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将及时向
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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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博物馆已暂停对外开放，三大疑问待回应

670万元建博物馆 部分馆藏是赝品？

记者调查了解到，此前已有多所大学
博物馆引涉嫌收藏赝品而遭质疑。

2016年，香港实业家邱季端将6000
件瓷器捐赠给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宣布
以此捐赠为基础成立北师大邱季端中国
古陶瓷博物馆、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
文明研究院，并任命邱季端为首任馆长
和院长。但是，其所赠瓷器很快就被认
为是赝品。

2019年1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
办《高山仰止——张伯驹潘素伉俪艺术文
献展》，也被张伯驹后人举报展出大量赝
品，造成社会公众混淆误认。

针对大学博物馆涉嫌收藏赝品事
件，一些文物研究专家表示，高校是百年
教育的根基，高校博物馆关乎学生思想
认知，承担着给学生传递真善美的重任，
其中“真”是第一位，一定要高度严谨，不
能丝毫“掺假”。当前，有关部门应对重
庆大学博物馆藏品真伪进行鉴别，同时
以此为鉴，对整个高校博物馆筹建严把
质量关。

重庆多名民间博物馆负责人表示，高
校办博物馆在国外很普遍，这本是一件好
事，但好事情要办好。在目前重庆大学博
物馆引起争议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成立
专家调查组，针对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方
面对藏品真伪进行鉴别，另一方面对博物
馆筹建、运行管理是否规范进行调查，并
将结果全面及时向社会公布。

就当前大学纷纷办博物馆、藏品真伪
难辨的情况，河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
运良等专家建议，高校博物馆筹建要慎之
又慎。一方面，要遵守《博物馆条例》相关
规定，不得取得来源不明或者来源不合法
的藏品；另一方面，要成立专家委员会，对
相关的藏品进行严格鉴别、评定。即便博
物馆展出中有少量的复制品，也应当予以
标明。否则“赝品”教学不但会带来恶劣
的后果，还可能引发社会负面舆情。

部分文化专家表示，高校建博物馆
时，除了邀请专家组对藏品进行鉴定外，
还可以对藏品进行公示，发挥民间专业人
士的作用，对藏品真伪进行鉴别。

日前，一篇网络文章将刚开馆不久的重庆大学博物馆推
上风口浪尖。有网友参观该博物馆后发文质疑称，该馆所藏
部分文物可能为赝品，疑似一座“赝品博物馆”。

这些藏品究竟是真是假？博物馆的筹建及运行管理是
否规范？高校博物馆藏品缘何屡现争议？围绕这些问题，记
者进行了跟踪调查。

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官网显示，学校相关负
责人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筹建博物馆是重庆大学师
生多年来的愿望，“学校向来以工科见长，希望通过建
设博物馆及文博研究院，培养学生传统文化意识，提升
学生综合性人文素养，使学校的人文社科发展得到全
面提升”。

此外，重庆大学正在虎溪校区建设一栋涵盖学术
交流、信息技术、博览等功能的新大楼，建成后学校将
拥有2万多平方米的博物馆新场地。

记者注意到，还有舆论对重庆大学博物馆的管理
人员身份提出质疑。记者多方核实了解到，重庆大学
博物馆馆长吴文厦是捐赠人吴应骑的儿子，吴应骑的
儿媳则担任博物馆展览部主任。

业内人士表示，很多名人纪念馆、博物馆都是后人
在管理，但重庆大学作为公办高校，博物馆使用公共资
金，应对此进行调查，回应公众关切。

大学博物馆馆藏被指系“赝品”

三大疑问亟待回应
目前，“重庆大学耗资670万元建赝品博物馆”事件仍在持续发酵，

引发公众热议。公众及专家普遍认为，该事件有三大疑问须尽快查证。

据业内人士介绍，博物馆接
受捐赠有一套严格的鉴定程序，

“真伪鉴定”是其中一项重要内
容，但文物的真伪由谁鉴定、如何
鉴定目前尚存争议。

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官网显示，2015 年重庆大学曾

邀请国内 14位博物馆建设及文
物专家就吴应骑拟捐赠的藏品
进行评估，与会专家表示部分
藏品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
术、社会学研究价值。既然经
过严格鉴定，为何出现如此大
的争议？

博物馆展品真伪究竟如何，是否经过专家严格鉴定？

国务院2015年颁布的《博物
馆条例》规定，国有博物馆的设立
应当向馆址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
文物主管部门备案。重庆市文物
局15日向记者表示，按规定，公办
学校的博物馆属于国有博物馆，但

重庆大学博物馆在建设时未在该
局报备审批，目前文物部门已就此
事介入调查。对此，业内人士质
疑，重庆大学博物馆建设前后历
时多年，为何审批程序缺失？学
校和博物馆究竟是什么关系？

公开报道显示，重庆大学博
物馆耗资670万元，其中展厅、会
议室、办公室、精品储藏间等建筑
面积1494平方米，建设投资605

万元。
网民质疑，作为公办高校的

重庆大学，为何投入巨资建设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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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建设审批程序是否合规？

高校为何耗巨资建设博物馆，运行管理是否正规？

专家：
严把高校博物馆质量关

重庆大学博物馆展出的乌龟

重庆大学博物馆的陶俑展品（局部）

重庆大学博物馆的展品

■评论

高校建博物馆切莫“饥不择食”

收藏赝品的现象在高校博物馆不时出
现，令人担忧。高校博物馆肩负历史人文
传承使命，关乎学生思想认知教育，应当
传递给学生“真善美”，但掺假的藏品非但
达不到教化育人的目的，反会误人子弟。

不容否认，高校设立博物馆是一件
好事，既能体现高校的人文积淀，又能发
挥教育、研究的功能。国外一些高校的
博物馆更是闻名遐迩，本身也为学校增
添了不少风采。但是，如果不能将好事
办好，也可能适得其反。此前，多个高校
发生的赝品事件，就给学校和捐献者带
来了巨大的名誉损失。

一次次惨痛的教训表明，高校博物
馆筹建不能“饥不择食”。一定要牢牢把
好质量关，对藏品的选择要慎之又慎，务
必要经得起检验。对于高校来说，除了
要将来源不清楚和不合法的藏品拒之门
外 ，还 要 对 试 图 以 假 乱 真 的 赝 品 说

“不”。否则，看起来是捡了“便宜”，实际
上是埋下了隐患，最终可能赔了夫人又
折兵。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