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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的前馆长艾琳纳•贝斯纳博士（Dr. Elena Basner）发现了一项新的油

画鉴定技术，二战时期的核武器爆炸就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凭借这项技术，人类将首次得以明确

区分1945年前后创作的油画。 

 

贝斯纳博士指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核武器爆炸曾释放出两种特殊的同位素铯137和锶90。它们

渗透了整个地球的土壤层和动植物，也留存在了所有战后创作的油画作品中，因为油画创作所使用的胶

合剂天然油料，也是这两种同位素渗透的对象。在核爆炸之前，这两种同位素从未出现在自然界当中。

因此如果专家在一幅1945年前的油画中发现这两种同位素的话，结论只有一个——这幅油画是1945年后

仿造的赝品。 

 

这项技术被注册专利后，第一批要鉴定的就是俄罗斯先锋派的油画。这一派油画创作于1900年到

1930年间。上世纪60年代后开始出现赝品，随着八九十年代先锋派油画市场升温，这些赝品也日渐泛

滥。 

 

“现在，先锋派油画的赝品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真迹。”贝斯纳博士从1978年开始就在俄罗斯国家

博物馆任20世纪艺术馆馆长。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鉴别博物馆藏品的真伪上。这点令贝斯纳非常

头疼。 

 

“造假者几乎能把所有角落都仿得非常逼真，甚至连上年份的油彩和画布都能完美重现。”为了找

到能够区分油画真假的铁证，贝斯纳专程请教了科学家，最后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论：“二战前后世界

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核武器爆炸。”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爆炸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揭开了世界核武

器时代的序幕。此后，英国、法国、苏联也相继进行了550多次核武器爆炸试验，直到1963年，美、

苏、英三国签署了《有限核禁试条约》，核试验才逐渐减少。 

 

自然界中的亚麻吸收了核爆炸所释放的同位素，而用亚麻籽榨的油料被用到了油画当中。于是那两

种同位素便成了后二战时代油画上不可磨灭的“胎记”。 

 

在西方艺术史中，二战标志着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又称当代艺术）的分界点。因此这项新技术

的诞生，不仅仅有助于鉴定俄罗斯先锋艺术，也对整个西方艺术世界有着重大的意义。 

 

贝斯纳博士透露，目前已有近30位收藏家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一位俄罗斯收藏家弗拉基米尔•阿

弗宁（Vladimir Afonin）就拿来了一幅1919年的油画，想做购买前的最后鉴定。结果发现，油画上的

确没有铯137和锶90的痕迹，可见作品就是真迹。 

 

过去，赝品似乎是艺术市场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当解决的方法真正摆在我们眼前时，市场却表现

出了复杂的情绪。至今，贝斯纳博士对这项新技术的市场前景仍然没有信心。“许多人对这项技术都怀

着抵触情绪。许多收藏家和经销商甚至不敢来找我们，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所藏的赝品原形毕露。事实

上，已经有太多人的利益与赝品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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