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鲁斯特椅

1970年， 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亨
利福特博物馆， 花了9000美元购入了
一把椅子。据说，这把椅子曾为威廉·布
鲁斯特所用， 此人是1620年开拓出马
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一位先驱。事实上，
这把椅子并不是产自17世纪的古董。
它诞生于1969年，是一位名叫阿尔芒·
拉蒙塔涅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制造并做旧的。

贝尔宁格教授
的骗子石头

德国维尔兹堡大学贝尔宁格博士是
一位医学教授， 却对化石有着特殊的热
爱。1725年，贝尔宁格博士碰到了或许是
本世纪最牛的化石———3个年轻人发现
了一些奇怪的石头———每块石头上都刻
着各式各样的图案。 贝尔宁格买下了这
些石头。之后几个月，他又从这些小伙子
们手上购入了许多被陆续挖掘出来的石
头。其实，这些化石是伪造的化石。

希特勒的日记

最后一份假希特勒日记在2004年
的一场拍卖会上被一位不知名人士以
6500欧元的价格买下。

1983年4月， 德国的新闻周报
《Stern》 的驻伦敦记者格尔德·海德曼
入手了一批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记。

《Stern》花了大约600万美元将这批

日记买入，并打算跟伦敦的《星期天泰晤
士报》联合发表。《泰晤士报》与《新闻周
报》 为了鉴定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请来了
一批专家。 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认
为它们是真的。然而，当《Stern》把日记公
开之后， 发现这些笔记是在近几年伪造
出来的。而且，鉴定了该文件真实性的那
位“历史学家”根本不认得德语。

阿马纳公主

2003年， 经大英博物馆和佳士得
拍卖行鉴定， 古埃及图坦卡蒙国王之
孙———阿马纳公主的雕像为真品。同
年，伯顿博物馆买下了这座雕塑。展出
不久后人们便发现它是赝品。公主的雕
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古董———她的出
生地不是古埃及， 而是英国大曼切斯
特郡伯顿市。 肖恩·格林哈尔在他父母
的棚子里完成了这座雕塑， 他与父母
一起制作并贩卖假古董已经17年，并
通过这个赚了不下100万美元。

以马忤斯的
耶稣与门徒

荷兰画家汉·凡·米格伦以伪造约
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作而闻名。 在他伪
造的众多作品中， 声名最为远扬———
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是《以马忤斯的
耶稣与门徒》。

凡·米格伦的《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
徒》大约诞生于1936年，在1937年就通
过了历史学家亚伯拉罕·布雷德休斯的
鉴定测试。所以《以马忤斯的耶稣与门徒》
卖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价格， 直到1945
年才被发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都灵裹尸布

都灵裹尸布是一块引起了长达数世

纪争议的布。 它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有着
神圣的意义———据说， 它在耶稣下葬的
时候包裹过他的尸体， 上面还留有他的
面容。不过，除了虔诚的信仰之外，这个传
说的真实性没有任何的客观依据。1988
年，通过碳-14年代测定，这块布上的纤
维来自于中世纪。 这个结论向科学界证
明了这块所谓的裹尸布是伪造的。

然而，2005年，发表于《国际热化学
学报》的新研究发现，裹尸布其实来自
于1300年到3000年前。据说，这个错误
被归因于1988年的碳测试只鉴定了布
上的一小块布料，而不是整块裹尸布。

圣母圣子与天使

2010年， 伦敦国家美术馆发现他
们收藏的一幅15世纪的油画是假的。

《圣母圣子与天使》曾被当作画家
弗朗西斯科的早期作品， 于1924年被
伦敦国家美术馆购入。1954年，一幅几
乎一模一样的画作出现在了伦敦的一
个拍卖会上， 以至于两幅画的真实性
都受到了质疑。1988年，在拍卖会上的
那幅画被验为真品后， 伦敦国家美术
馆开始仔细研究起自己收藏的这一
幅。后来，他们发现这幅画并非古董，它
更有可能是来自19世纪的作品， 而不
是之前估出的1490年。

野生的印第安人

以马内利·多梅内克是一位在
1846年去到了美洲的法国传道士。
1850年他回到法国， 出版了一些关
于印第安土著文化以及讲述他在美
国传奇经历的书， 其中解释了一批
符号和简笔画的意义， 这些符号是
巴黎阿斯纳图书馆的一个馆员给他
看的。

多梅内克认为， 这份被他称为
《野生印第安人》 的资料在美国土著

文化中意义非凡。然而，这些符号被
公开之后，很快便有人指出，这不过
是一个德国小孩随意画下的图案而
已。

君士坦丁献土

君士坦丁献土，据说是一份由罗马
皇帝君士坦丁书写的法令，要把西罗马
一带的部分土地赠给教宗西尔维斯特
一世。

事实的真相跟所谓的馈赠相去
甚远。 这些于756年归教宗所有的土
地很可能是通过教宗史蒂芬二世跟
矮子丕平的交涉所得，无非是教会跟
法兰克帝国之间的政治游戏而已 。
1440年，君士坦丁献土被指为是伪造
的。

盖提库洛斯

“库洛斯”特指年轻人的裸体雕像。
这个直立的少年有两米高， 双臂侧放，
左脚向前，目光直直望向前方。位于美
国加州马里布市的盖提博物馆于1980
年看上了这座希腊库洛斯，据说花了近
1200万美元将其购入， 而这座雕像有
可能是个赝品。

在这座雕像的真假之谜被解开
之前，盖提库洛斯的简介卡上特别说
明道： 这座雕像有可能来自公元530
年，也有可能是1980年左右造出的赝
品。 ■据中国商业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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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的鉴定在于
观察细节。不管是在资
产拍卖会上和古董店
里瞎逛的菜鸟，还是配
备了碳-14测试装备满
腹经纶的专家，要辨别
出古董的真假都不是
件简单的事儿。本文总
结了10件著名的伪造
品和那些被假货坑了
的冤大头不得不说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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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伪造的《圣母圣子与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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