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鉴定专家杨富绪

杨富绪， 年近八旬， 中国宝玉石协会原副会

长、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主任。

那种情况下

就是最权威的人说了算

杨富绪告诉记者，按照常规，玉石鉴定程序有

大约 30 个步骤，如称重、收样、手摸、仪器检测等。

对于玉石的鉴定，应该一片玉一片玉地检测。要确

定材质、成分和工艺，需要仪器检测，包括 X 光

机、红外光谱、电子探针等大型仪器。

“但那次鉴定，玉衣在玻璃罩子里，只能肉眼

看。那种情况下，就是最权威的人说了算。”杨富绪

说，“当时史老在，跟他相比我就是打杂的，史老说

什么就是什么了。他是一把手，我们哪能不听史老

的。 ”

但杨富绪承认，当时两件“玉衣”的估价偏高。

“那次鉴定之后，我也想过，这是干吗呢？估这么高

的价。 ”

●

鉴定专家史树青

史树青，著名历史学家和文物鉴定家，曾任中

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研

究生导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以考古鉴定驰誉

中外。

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几名专家均表示，当时大

家的意见都是随着“史老”的。当时的鉴定界，史树

青是最大的权威，他说“玉衣”是真的，值钱，大家

就都认同了。

记者试图联系史树青，但遗憾地了解到，史已

于 2007 年因心脏衰竭去世。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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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自制“金缕玉衣”忽悠行长骗贷

一集团总裁骗贷 10 亿余元，一审被判无期

花数十万元请故宫专家鉴定，“金缕玉衣”被估价 24 亿元

核

心

提

示

一起巨额贷款诈骗案透露出惊天秘密：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 5 名顶级鉴定专家，

为骗子自制的“金缕玉衣”开出 24 亿元的天价评估报告。

建行两位行长由此轻信了骗子的经济实力，发现被骗贷 6 亿多元后不但未报案，还继续为

其违规提供资金 4.56 亿元，导致银行最终损失 5.4 亿余元。

鉴定专家承认，评估时大家连“金缕玉衣”的玻璃罩子都没打开，只围着走了一圈，“过程不

太合规矩”。

颜林壮最终作出错误的决定：瞒住上

级，通过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为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帮企业发展起来，把问题

“消化”。

后经法院查明，这部分的累计金额达

4.56 亿元。 被抓后谢根荣曾满不在乎地对

民警说，那段时间光请客吃饭 ，他就花了

3000 多万元。

最终，审计署在审计建设银行北京市

分行时发现问题。 2008 年 3 月，谢根荣、颜

林壮等人被抓。至案发时，谢根荣骗贷的钱

有 5.4 亿余元无法归还。

谢根荣一审被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

无期徒刑。“被评估报告蒙蔽了双眼”的颜

林壮和赵峰，因犯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

具金融票证罪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和 19 年。 谢根荣上诉到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目前二审仍在审理当中。

案

情

富豪自制“金缕玉衣” 顶级专家评估出 24 亿元天价

在“中国 400 富人榜”中，华尔森集团

总裁谢根荣一度名列第 163 名， 资产 6.2

亿元。 但没人知道，这些钱是从银行骗来

的。

2000 年 9 月，谢根荣伪造 555 份房贷

合同， 以假按揭的方式从建设银行骗贷 6

亿多元。 但谢根荣不傻，他早早为自己留

下后路。 本世纪初，媒体突然开始报道一

位叫谢根荣的“古董收藏家”。

在谢根荣贷款诈骗案的卷宗中，有一

份证人牛福忠的证言。 谢根荣的一审判决

书中摘录了其中的一部分： 谢根荣有两件

“古董”，一件是“金缕玉衣”，一件是“银缕

玉衣”。 其实，两件“玉衣”是我用他给的玉

片穿出来的，不值钱。他坚持要我找专家给

这两件“玉衣”作评估，我就找了原中国收

藏家协会秘书长王文祥。 王文祥又找了原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 4 位专家，一

起给“玉衣”作出评估报告 ，评估价 24 亿

元。 谢根荣给了专家数十万元的评估费。

买“文物”意在洗钱 贷款变成公司“古董”

对此，华尔森集团财务人员蒋某某称，

集团的资金使用权由谢根荣掌握， 审批只

是个形式。谢根荣从公司拿走很多现金，后

来董事会决议以公司名义收购谢根荣手里

的古董冲账。

时任华尔森集团执行总裁的郎某为谢

根荣的行为作出更明了的解释： 买文物的

用意就是向外洗出大量的现金。这样一来，

资金相当于做了个“乾坤大挪移”，从银行

骗来的贷款变成“古董”放在公司，而“买古

董的若干个亿元”不会给其他的古董商，自

然会到谢根荣个人的兜里，成为干净的钱。

涉嫌骗贷被行长发现 古董专家签字成“挡箭牌”

买“古董”更重要的用途在后头。

2002 年底，建设银行某支行行长颜林

壮和副行长赵峰凭借经验，发现华尔森集

团在骗贷，为此找谢根荣谈判。

谢根荣先向银行提供了造假的企业

财务报表等材料，然后领着颜林壮等人参

观了专门用来存放两件“玉衣”的“根荣陈

列馆”。

谢根荣指着一件“金缕玉衣”对颜林

壮说：“全世界只有两件， 专家已经做过

鉴定， 市场估价 24 亿元。 它在这儿， 我

还能赖着你们区区几个亿不还？ 集团只是

一时资金周转困难， 只要我们通力合作，

还清贷款肯定没问题。” 说完， 谢根荣出

示了有 5 位国内顶级古董鉴定专家签字的

评估报告。

顶级专家的集体签名， 让颜林壮和赵

峰相信了谢根荣，觉得即便他有骗贷嫌疑，

但华尔森集团毕竟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

企业，不会欠贷不还。 另一个问题是，当初

按揭贷款是颜林壮批下来的， 如果骗贷的

事情暴露，作为行长的他乌纱难保。

银行行长被“蒙蔽” 再次提供资金 4.56 亿元

专

家

●

鉴定专家王文祥

王文祥，现已七旬，现为世界书画

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世界收藏家协会副

主席兼中国总会会长、世界文物艺术品

鉴定评估委员会主任。

主要是靠眼睛看

然后一起商量了一下

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文祥称当时是

牛福忠找的自己，之后自己找了其他的

专家。

王文祥承认，当时谢根荣已经表示

过，“金缕玉衣”、“银缕玉衣” 是他买来

零散的破碎玉片穿起来的。“但是，我们

觉得玉片零散着， 将来很可能被丢弃。

能把市场上这些容易丢弃的玉片收集

起来，用金线穿成‘玉衣 ’，对国家来说

是个贡献，算做了一件好事。 ”

王文祥也承认，“当时评估没走太

复杂的程序”，“主要是靠眼睛看， 然后

一起商量了一下”。

对于 24 亿元的评估价，王文祥说，

这是著名历史学家史树青老先生提出

的价值，“我们没有那么仔细去看”。

王文祥称，评估报告是他归纳了大

家的意见，之后落笔起草的。“鉴定后，

我们特别叮嘱谢根荣，这东西不能去交

易，否则犯法。 我认为，只要文物不上市

场，专家签字谈不上什么风险 ，这是学

术自由。 ”

●

鉴定专家杨伯达

杨伯达，现已八旬，原故宫博物院

副院长。

大家就在玻璃柜子外面

走了一圈看了看

杨伯达告诉记者，鉴定之前 ，他对

华尔森集团一点儿也不了解，到现场才

认识了谢根荣。

杨伯达承认，鉴定过程确实不太合

乎规矩。“说老实话，就几十分钟。 鉴定

时没有开柜， 大家就在玻璃柜子外面走

了一圈看了看。因为隔着玻璃，看时也不

方便。 ”

杨伯达告诉记者，如果是鉴定故宫

博物院里的文物 ，肯定不能光看，必须

要“上手”。 而那次，“玉衣”一直没从玻

璃柜里拿出来，专家们也没要求开柜。

“反正史树青在嘛 ，他是文物鉴定

界的大家，我当时是在他领导下的。 ”杨

伯达说，由于当时没有举手表决，于是

别人怎么说，自己也就怎么说了。

最后， 大家在评估报告上签了字，

吃了顿饭就走了。

当记者告诉杨伯达，评估报告成为

之后谢根荣从银行骗钱的工具时，杨表

示很惊讶。

“我没把它当成鉴定活动 ，而是当

成一种友谊活动，是客串性的。 他们请

你来，给你一点儿鉴定费 ，你同意他们

的意见就完了。 ”杨伯达说。

●

鉴定专家李劲松

李劲松， 年近八旬， 中国宝玉石协会原秘书

长。

这个鉴定是比较随便的

算是帮朋友一个忙

记者采访李劲松时， 告诉他谢根荣利用评估

报告蒙骗银行，导致损失 5.4 亿余元后，老人伤心

地哭了，一个劲儿地说“没想到”，表示自己一定会

吸取教训，深刻反省。

“那家公司的老板说让大家鉴赏一下，看看他

的家产值多少钱。 大家一听是‘金缕玉衣’都很感

兴趣，毕竟也是个学习和交流的过程。 ”李劲松老

人回忆道。

“当时，有的人仔细看了，有的没有。真正的评

估鉴定程序是怎样的，没有国家规定。但专家们应

该反复地研究。 ”李劲松称，“而这个鉴定是比较随

便的，算是帮朋友一个忙。 大家就是聚一聚、坐一

坐、走一走、看一看，证明这个资产的价值。史老是

大权威，史老说这个价值是很高的。 史老说的话，

我们是很尊重的。 ”

“评估是专家们个人的看法和观点，评估价值

只是一个参考。 ”李劲松说。

谢根荣当时的承诺也让专家放松了心态。 李

劲松说，谢根荣当时称“玉衣”是他的宝贝，绝不会

卖。

李劲松认为，既然是家产，评估多少亿元都无

所谓，只证明这是他的财产而已。

李劲松说，专家们最后还嘱咐他好好珍藏，并

一再强调不准到市场上流通，也不能拿去抵押。

李劲松称，因为都是朋友，那天并没有按规矩

要评估费。那几十万元是不是被中间人拿了，自己

就不知道了。

金缕玉衣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