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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一响，黄金万两”“开门了”“下去沉淀吧”⋯⋯上一秒对话“福布

斯女富豪”，下一秒疑似误入盗墓现场。近期，真名丁祥栩的网络博主“听

泉赏宝”（改名前即“听泉鉴宝”）彻底火了。最近两周内，他几乎每天都挂

在热搜上。

一系列的走红，加之后续有关其北大学历问题、盗墓者连线现场是否

为剧本、是不是真的纯公益鉴宝等纷乱争议，也让他短暂停播休息了一

阵。本报记者还前往其所在的杭州良匠传媒有限公司实地探访，工作人

员表示其当时停播是为了“休息休息”。但就在记者探访结束后当晚，他

开启复播，之后没几天同名App上线，“名声”不断升温。直播间里，常常

一小时内就涌入10万观众，网友、品牌方狂刷礼物⋯⋯

当“严肃考古”碰上“搞笑直播”，似乎碰撞出了别样火花。而作为专

业性极强的深水赛道，这种脱口秀式在线鉴宝要如何在严肃专业性和搞

笑娱乐性之间平衡尺度？

“听泉鉴宝”改名“听泉赏宝”，首秀观看人数超过2000万

宝贝价值几何，能靠连线一锤定音吗

本报记者 吴馥梅本报记者 吴馥梅

“可惜你不看‘听泉鉴宝’，不懂晚上九点半的

含金量。”——最近频现热搜的“听泉赏宝”，几天

前，还是“听泉鉴宝”。连续两周的高热度争议，推

动着他最终改名。作为一名在线鉴宝博主，此前

每晚九点半，他都会进行直播，直播内容为连线粉

丝，为粉丝鉴定“宝贝”是否值钱，如果其认为网友

手中的物品是真货，会再预估“宝贝”大概值多少

钱。截至目前，他已拥有近 2800 万粉丝，获赞数

也已突破8700万。

“能整活、会玩梗、效果拉满，仿佛在看鉴宝脱

口秀”——这是许多网友对“听泉赏宝”直播的评

价。凭借妙语连珠的抛梗能力和状况百出的节目

效果，“听泉赏宝”的直播好像变成了一场大型脱

口秀，有点鉴宝“泥石流”的感觉。

郭晨（化名）是“听泉赏宝”的一名老粉，每晚

都按时收看直播。“我觉得每次看的时候都很解

压。除了博主之外，连麦的网友也很会整活，笑点

不断。”

除了长期老粉外，也有入局不久的新粉。来

自上海的陈韵（化名）是一个月前“入坑”的。前不

久，她还幸运地在直播间连上了麦，“我在平台充

了 300 块钱，然后有个抢先连麦，所以就连上了。

整个过程比较快，大概就两三分钟。”她表示，“听

泉赏宝”问了她一些细节问题，“看得还是挺仔细

的。”

在连麦之后，陈韵收到了“听泉赏宝”的私信，

表示如果出“宝贝”的话加一下微信直接发图。加

了微信之后，相关工作人员拉了一个群，“听泉赏

宝”也在群内。“他让我把照片给他看一下，就没后

续了。”

时间久了，粉丝们还根据“听泉赏宝”的口头

禅总结出一套专属黑话：“去沉淀吧”意为假货；

“近一点，翻过来”代表有点像真的；“哪里弄来的”

说明基本已开门；若是《春庭雪》、《lifestyle》等音

乐响起，则代表妥妥的“开门大吉”。

直播间里“泥石流鉴宝”

丰富的文物知识和鉴宝能力是

“听泉赏宝”的账号标签之一。郭晨向

本报记者坦言，博主的专业性是很吸

引他的一点，“他就是学这个专业的，

而且挺牛”，主打一个“娱乐里面最会

鉴宝，鉴宝里面最会娱乐”。

而随着粉丝的喜爱和安利一起出现

的，还有风波和争议。自10月9日宣布

暂时停播之后，关于“听泉赏宝”停播原

因的猜测和一系列质疑不断出现——

此前，还是“听泉鉴宝”账号名时，

其个人资料中显示“北京大学”，出现

争议后改为“女子中学”。对此，“听泉

赏宝”回应表示“账号中的学历是账号

注册之初填写的，本人从未伪造过北

京大学的证书，也从未在直播以及任

何地方使用‘北京大学’的标签进行营

销宣传活动”。

与盗墓者连线现场是否为剧本、

是不是真的纯公益鉴宝等话题，也不

断引爆着舆论。对于争议，陈韵认为

看个开心就好，但粉丝们确实希望他

千万别塌房。“听泉赏宝”自己也在直

播间或解释或闭口不提。

越停播，越火热。10 月 18 日晚

间，“听泉鉴宝”改名“听泉赏宝”后，首

秀数据显示观看人次超过2000万，销

售额达750万。同时，质疑依旧不断，

不少网友疑惑：“视频连麦，一眼开

门”，博主仅通过视频直播连线，真的

能准确判断“宝贝”价值吗？

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鉴》专

家组成员、国家认证艺术品鉴定估价

师李磊向记者表示，对于文物新老真

假和年代判定，都是非常严谨的专项

学科问题。“对做直播鉴宝的博主来

说，一方面要有鉴定资质，另一方面要

有鉴定能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此外，

职业操守也非常重要。否则，就很有

可能会误导公众。”他还表示，文物鉴

定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深水赛道，领

域也有详细明确的划分，“业界的鉴定

专家一般有自己深耕的领域，擅长什

么领域就负责什么领域。”

越有争议越走红，但如何让人相信

“听泉赏宝”不过是如今社交平台

众多“鉴宝博主”之一，那这个群体，会

给整个行业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普

通公众需要警惕些什么？“直播鉴宝”

的平衡尺度又该如何把握？

对此，李磊表示，就线上鉴定而

言，如果对方提供的照片是对焦清晰

的，在自然光线下拍摄，且角度也比较

全面。只要拍清楚，其实是可以判断

的，“文物鉴定有一些指向性指标，触

感这些属于是辅助性的，而不是决定

性的。”

“我觉得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好的

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在李磊看来，

通过直播鉴宝的形式，能让更多人了

解考古和文物，这是好事。但如果在

鉴定人的资质和能力经不起推敲、甚

至“别有预谋”的情况下，一些言论和

判定结果就可能会误导粉丝，造成很

大弊端。

李磊表示，文物鉴定是一个极其

严谨、具有专业门槛的一项工作，社交

媒体上一些所谓的鉴宝博主可能完全

没有从事过相关工作，资质良莠不

齐。“一些狂热粉丝对自己喜爱博主的

言论深信不疑，这可能会扰乱整体市

场，‘劣币驱逐良币’之下，导致真正专

业出身、长期从事鉴定的人员面临一

些阻力和误解。”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防骗。”李磊

提醒道，有些不法分子“别有预谋”，在

粉丝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带货，

迅速收割粉丝卖一批假货然后跑路，

“我觉得如果只是以连线聊天、轻松娱

乐的形式来做直播，让大家开心一下，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背后藏

着诈骗阴谋，确实就很危险。大家还

是要擦亮眼睛，保持头脑清醒。”

直播鉴宝，尺度该如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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