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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初中生指千年铜镜断代有误
四川博物院回应：确实存在，已改正

从南北朝的铜器风格，到西汉
的铸造铭文，再到铜器用料，一条视
频中博主侃侃而谈……视频中，博
主嗓音略显低沉，文物介绍相当专
业，显示出扎实的文物知识储备，该
条介绍昭明镜断代错误修改过程的
视频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这真
的是初中生能掌握的知识？厉害了
小孩哥！”

视频发布者 ，15岁的徐伟哲告
诉记者，自己是成都石室中学一名
初三学生。他是 3月 14日参观四
川博物院二楼魏晋南北朝展览时，
无意发现昭明镜的断代错误。“博物
院的介绍说，这个随墓葬出土的铜
镜断代是南北朝。但据我了解，南
北朝动乱时期，铜质杂而不精，而这
个镜子铜质精良、皮壳温润，是标准
的西汉产物。”

“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西汉连
弧纹昭明镜。”徐伟哲将自己的推断
第一时间告知了博物院前台。令他
意外的是，当天博物院陈展部工作
人员就打来了电话，感谢他的纠
错。徐伟哲说，将这件小事录制成
视频，一是为了给大家科普铜镜相
关知识；二是他认为博物院能听见
大众的声音并积极整改，很值得赞
扬。

记者 18日致电四川博物院陈
展部，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天收到
消息后就向该藏品所属的展览策展
人进行了反馈，同时还就此问题与
博物院典藏部工作人员以及相关专

家进行了交流沟通。经多方核查与
认证，证实这的确是一枚汉代铜镜，
并非南北朝。

四川博物院相关专家介绍，这
件铜镜背后反应的其实是“墓葬断
代与墓葬出土器物断代”这一专业
考古学问题。“一般而言，墓葬出土
器物多与墓葬年代相当，但考古发
掘中也经常会出现早期器物出现在
晚期墓葬中的现象。”该专家提到，
精准断代需要用到文物本身的类型
学分析等方法，不能仅凭直觉就确
定一件物品的年代，因为古代也多
有制作仿古器物的情况。

该专家认为，器物材质与状况
是断代分析的线索与条件之一，但
并非唯一。“哪怕同一个时代的器
物，其材质在不同地区也是有区别
的。文物的最终年代需要建立在研
究、鉴定等学术基础上所做的综合
研判。”

参加此次年代重新认定的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博物馆展览本身就
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公众有疑问并
反馈，馆方很支持也很欢迎。”院方
在收到这位同学的反馈之后，查阅
了当时的考古发掘资料，并且组织
了专家团队对这件文物做了综合分
析和鉴定，最终确定为汉代文物。

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四川博
物院建立了常态化的文物信息反馈
机制，公众参观后可以随时在前台、
官网、官微和临时展厅的观众留言
本上留言。

针对一些网友对他年龄的质疑
（觉得年龄太小），徐伟哲笑言，他不
是第一次被怀疑年龄了。“有些人是
因为嗓音，有些是觉得我展现出来
的知识面程度和年龄不太匹配。我
甚至在网上晒过我的身份证进行自
证。”

记者联系到了徐伟哲所在的学
校，成都石室中学初中学校教育处
主任杨晓艳向记者证实，该学生的
确为学校初三年级的一名15岁在
校生。杨晓艳表示，据她所知，这名
学生确实很喜欢历史，对历史课、语
文课都很感兴趣。“学校也很支持学
生的全面发展。”

为何他能了解到这么多的文物
考古知识，且能融会贯通？面对这
一问题，徐伟哲坦言，作为一个古玩
爱好者，他认为书本和学校都不是
最好的老师，博物馆才是。“我从五
六岁起，就对相关文博知识感兴趣，
目前为止已经参观过全国大小上百
家博物馆。别人去旅游是顺带参观
博物馆，我是专门为了看某地的博
物馆去那个地方旅游。”

徐伟哲透露，他今年向陕西的
一家博物馆捐赠了包括汉代铁剑、
战国骨针在内的18件文物并获得
了文物捐赠荣誉证书。“捐赠品门槛
不算高。我只是希望在能力范围内
分享出去，也代表我们青少年从被
动接受，转变为主动传播、传承中国
灿烂的历史文化。”

据上游新闻

揭秘泰山“陪爬者”：年入30万是极少数
律师提醒：服务质量没有标准和规范，容易产生纠纷

日前，一条“26岁小伙泰山陪爬1年赚30多万”的热搜引发网
友关注。网名“陈无敌”的当事人小陈告诉记者，他从去年开始陪游
客爬泰山，收费标准为白天600元、夜爬700元，并表示一年多时
间赚了30多万元。

记者发现，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陆续有网友特别是大学生，发
布收费陪爬泰山的帖子，主打“提供情绪价值”。为此消费的人也并
不在少数。

近日，记者联系多名提供泰山陪爬服务的博主，他们表示，通过
陪爬一年能赚30万元。“情绪价值”往往是游客愿意花钱找人陪爬
的主要原因，在陪爬者中以男性为主，但也有部分女性陪爬者。

主打“提供情绪价值”
有的会一边陪爬一边讲解

记者检索发现，从两三年前开
始，就陆续有网友发布帖子称，可以
提供陪伴爬泰山的服务，特别是去
年以来此类帖子陆续增多。承接泰
山陪爬的多为泰安本地人，或者是
在泰安上学的大学生。

去年10月，在泰安读大学的体
育专业学生小周经由朋友介绍，开
始把泰山陪爬作为一份“兼职”。他
的陪爬资料上写着“男大体育生，身
体素质强硬，健身撸铁，情绪价值拉
满”。

小周告诉记者，“情绪价值”是
那些找陪爬者最大的需求，在陪爬
时他往往会携带音箱，如果双方都
累得不想聊天了，就播放一些能够
引起共鸣的音乐。

去年，25岁的柳先生在网上看
到陪爬泰山的业务，由于喜欢爬山、
有一定的运动基础，也开始做起了
泰山陪爬。小周和柳先生的客户群

体重合，多为 25至 35 岁的职业女
性，学生群体比较少，超过40岁的
客户也比较少。

“她们基本都独立工作了，虽然
不能说财富自由，但多数生活相对
稳定。选择陪爬服务的，大多是因
为工作之后很难和朋友聚到一块，
而一个人爬山又确实比较孤独，所
以希望能够找人做个伴。”柳先生这
样说。

杨子寒是一名女性，她从去年8
月开始全职做泰山陪爬。此前她在
泰山做过3年多的主播，主要介绍
泰山的风土人情和旅游资源。去年
夏天，一名男大学生帮顾客背小孩
上泰山的短视频在网络上爆火，杨
子寒由此开始接触泰山陪爬，从兼
职接别人的转单开始，转向全职陪
爬，现已陪游客登顶100多次。

杨子寒说，作为女性陪爬者，她
的客户群体与小周和柳先生不同，
大多为 30至 40岁的男性，上班族
为主。陪游客登上泰山所耗费的时
长，依据游客的体力、沿途讲解的停
留等因素均有不同，通常在4至5个

小时。此外还有一些景点，自己会
一边陪爬一边讲解。

多数视提供陪爬服务
为过渡，也有人已组建团队

对于此前微博上“26岁小伙泰
山陪爬 1年赚 30多万”的热搜，多
数陪爬者都表示，如果能实现“年入
30万”，那绝对是陪爬者这个群体
中的“大神”了。

记者从陪爬者在平台发布的陪
爬信息上看到，陪爬者的收费多在
单次 400 元至 700 元之间。小周
说，他的日爬定价是499元，就算每
天接两单，也无法达到年入30多万
元。“对我来说一个月能赚个五六千
就足够了，我还是在校生，这些收入
已经够我的生活费。”

杨子寒的日爬客单价定为699
元，除了冬季外客源均很稳定，暑假
旺季则建议顾客提前10天至半个
月预订。每月需要休息几天，其余
时间大概能接20多单，平均月收入
为 2 万多元。“其实可以接更多的

单，但是好多顾客是从很远的地方
来到泰山，如果我身体太累了，在路
上表现得很疲惫，可能会影响顾客
的体验。”

除了个人陪爬，记者调查发现，
现在也有很多陪爬开始了“团队服
务”。在部分平台上，出现了“泰山
陪爬团队招人”的信息，一个团队负
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团队成员基本
都有过体育训练或者有相关专业的
背景，有的还是体育专业的大学
生。该负责人的朋友圈中，几乎每
天都能看到多名游客的预约截图。

记者了解到，陪爬者所报的价
格是包含陪爬者的登山门票和下山
索道费用的。由于泰山景区有可以
多次使用的年票，这部分花费对于
陪爬者来说并不算多。

多名泰山陪爬者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陪爬泰山对身体，特别是
膝盖的要求特别高，爬的次数过多，
会出现精神上的疲劳，多数陪爬者
表示，未来因为工作或学习原因离
开泰安，会寻找新的工作机会，陪爬
泰山属于一个“过渡”。

■律师提醒

“陪爬”存在诸多风险
有些向导资质难确定

近年来，陪伴式经济不断涌
现，在快节奏生活中提供专业技能
支持和情感价值。有学者认为，这
类服务表面是陪伴他人完成一件
事并获取回报，实际上还接应了人
际关系的情感需求。

与此同时，也有网友提醒，“陪
爬”并不是一种正规职业，这类服
务尚属监管空白区。缺乏统一的
行业标准和服务规范，陪爬的体验
感和服务质量也会不够稳定，需要
采取措施提高服务质量，加强行业
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

那么，在陪爬过程中一旦发生
纠纷，该如何处理？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
建对记者表示，泰山陪爬这种个人
向导没有平台作为依靠，全部凭借
当事人双方进行约定，会存在服务
质量和服务价格难以确定的纠纷
风险，一旦出现纠纷较难通过官方
途径解决。个人向导不属于旅游
服务公司，偶尔的非长期的服务方
式只能算个人服务，难以被认定为
经营者，因此一般不能适用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但是消费者遇到问题
可通过平台投诉，例如在发帖平台
上举报发帖者等。

付建说，除上述风险外，此类
陪爬也会面对安全问题难以保障
的风险，并且有些向导资质难以确
定，普通消费者难以甄别。如果向
导长期组织陪爬服务但未取得营
业执照，可能构成非法经营，但是
个人偶尔提供劳务一般无需许可。

据红星新闻

3月 17日，一名初中生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四川博物院发现
了一面千年铜镜出现断代错误，纠错后得到了博物院的证实与肯
定。3月18日，四川博物院回应记者表示，情况属实，观众指出的
断代错误的确存在，博物院当天就对文物介绍做出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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