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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纪文

以科学的态度

对待“以假乱真”之说

再高仿的瓷器也不能以假乱真，为何很
多专家在多个场合敢于出此言论，原因何
在？揣测其心理，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其一，抱残守缺，本位主义使然。很多
所谓的专家是如何上位的？靠写论文、考职
称上去的。这类专家多是“理论家”，他们
既无真才实学，亦缺乏“实战经验”。面对
近30年出土的大量文物，不去调查、研究、学
习，仅凭有限的文物便机械地讲“标型
学”，将没有见过的真品、珍品说成赝品和
仿品，口口声声“以假乱真”，目的是为了
掩盖自己的知识匮乏，以保住面子。

其二，私心过重，名利主义使然。当下
文博界一些专家热衷走穴，在电视上频频出
镜，其目的是为了赚取名和利。真正搞学术
有职业道德的专家，面对浩若烟海的珍贵历
史遗存，大都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学术研究
上，舍不得拿出太多时间去走穴、鉴宝，更
不会对历史和艺术信口开河。

其三，被集团利益绑架，利害关系使
然。有一些所谓专家，实际是拍卖公司和大

老板聘请的顾问，他们当然明白这样一个道
理：物以稀为贵，好东西存世越少越值钱。
因此将民间精美绝伦的大量藏品，以“以假
乱真、流传无序”谓之，以保全他们精心编
制的“鸡缸杯”、“鬼谷子下山罐”等亿元
神话，从中获得利益。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以假乱真”、“流
传有序”之说，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教条的，
它扭曲了大众的收藏理念，阻碍了社会收藏
活动的正常开展。古陶瓷少则历经百年（清
代），甚至千年(宋代)，其胎釉、用料、工
艺、理念等都有本质上的不同，现代造假何
以能乱真？战乱、朝代更迭对民间历史的
“掩埋”与“无视”，又有谁能够用“流传
有序”解释得了？

高仿瓷也难“以假乱真”

在对待元青花的问题上，文博界开始不
认识元青花，认识了又抛出存世量只有300件
的断言；甚至说汝窑瓷器世间只有几十件；
永乐官窑瓷器带款儿的只有三件等说法，并
称除此之外皆为赝品，我认为这是对收藏界
的“蓄意扼杀”。

仅以元青花仿品为例，我从未见过哪一件
仿品能仿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再说故宫藏有清
三代官窑仿永宣和成化官窑瓷器的实物，也没
有哪一件能以假乱真。1997年，国家为了科研需
要，要烧制一批高仿瓷，在文博专家史树青、张
淑芬、吕济民等和当时景德镇有名的陶艺家共

同努力下，经过多次试验，烧制的仿清代茶叶
末釉瓷器28件，达到要求的2件，成品率只有
7 . 1%。还有当代汝窑工艺大师朱文立，用5年时
间调整配方达300多次、烧窑1500多次，昏倒在
窑炉前无数次，才基本仿制出天青色的汝窑制
品。由此足见“以假乱真”的仿品何其难仿，世
间又怎会出现那么多“以假乱真”的藏品呢？

无数事实证明，高仿瓷断然不能以假乱
真，专家所谓的“以假乱真”、“流传有
序”，极大地歪曲和伤害了民间收藏。说的
更重一点，是对历史的背叛和对历史文物的
亵渎，当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彻底革除之。

(作者是御宝斋古陶瓷会馆馆长、古陶瓷
鉴赏家)

哪个“以假乱真” 何来“流传有序”

◆搞瓷器收藏或对收藏感兴趣

的朋友，经常会听到有些专家挂在

嘴边上的几句话：这东西如果对

了，能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全世

界才几件，你怎会有？质疑之后，

便以“流传有序”和“以假乱真”

搪塞。

仿古瓷器能不能以假乱真？对

业内人士来说，再高仿的瓷器也不

能以假乱真，真就是真，假就是

假，所谓“以假乱真”只是对外行

而言。

◆形态各异的瓷器

▲御宝斋古陶瓷会馆藏宣德青花海水云龙纹梅瓶。

▲御宝斋古陶瓷会馆藏成化斗彩鸡缸杯。

▲御宝斋古陶瓷会馆藏宋代哥窑五管瓶。

▲御宝斋古陶瓷会馆藏宣德釉里红三鱼纹高足杯。

□邵大箴

承袭文人画传统的中国画，要处理精巧画
面有不小的难度。文人画作品供人们近距离地
观赏和“把玩”，注重情趣和格调的笔墨技巧
容易显现出来；而用点、擦、皴、染留下的痕
迹组成形象，构造精巧画面，在视觉效果上会
受到影响。再说，对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来
说，即使用传统技巧能做出画面的好效果，也
心有不甘。因为他们懂得，在艺术欣赏中，观
众的心理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两个看似对立但
又相互联系的原则，那就是“承袭性”和“陌
生化”。所谓“承袭性”，就是人们的审美经
验不可能完全和传统决裂而有相当的传承性，
但同时，人们又不愿看到与传统相似的图像，相
似的风格，不愿意看到新作品的老面孔。因此，
艺术创作和欣赏中“陌生化”就成为通行的原则
了。可是，人们并不愿意接受完全陌生的图像和
风格。就这样说来，艺术家的创作常常要在“承
袭性”和“陌生化”(即我们通常说的“传统”

与“革新”)之间找到某个平衡点，在这个点上
深入做文章，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才能。

我之所以在评论画家卢景春作品的前面写
上这段话，是因为我在观赏他的作品时，在头
脑里时不时跳出这两个概念“承袭性”和“传
统性”。与我们常看到的传统文人画一样，有
文人画“高古”的趣味，也显现于眼前的笔墨
技巧。但细细观赏，会发现在这些看似熟悉的
画面中，有我们陌生的东西，尤其是形体与色
彩组成的和谐画面，有别样的意境和美，有一
种特别温雅、清颖的格调，还有隐藏在里面的
看似随意却严谨的笔触。作品如音之空灵，有
想象的张力。这样，原来的熟悉感就慢慢地被
某种新奇感所取代。我想，这大概就是卢景春
艺术创作的一种征服力吧。

在卢景春的画中不乏流畅的线条，有文人
画的笔墨趣味，他肯定从传统书法和传统篆刻
工艺美术中吸收了营养。看到他把这种工艺性
纳入富有创造性的绘画语言中，在这里我们不
仅能看到他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看到他为人

“实”的一面，而且还从中看到他的机智、灵
性与悟性。卢景春的写意花鸟尤其在经营整体
气势时，注意局部质的表现、做到“远取其
势，近取其质”。颇值得称道的是，他画面上
的“势”不仅取自客观自然，更是他内心气质
的一种表现，富有神韵和灵性，画面气势的形
成与取景的繁简和虚实有关，古人有从实处取
气和从虚处取气之说。卢景春在单纯中求丰
富、在丰富中求单纯的创作经验是值得我们重
视的。

在当今中国画坛，每一位画家都想形成自
己独立的艺术面貌，和前人与同代人拉开距
离，从而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卢景春的成功
和其他艺术家成功的事例告诉我们，艺术创新
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艺术家通过踏实的劳动
去顽强地探索，需要靠体悟人生和体悟艺术规
律不断地积累经验。卢景春取得的成功也说明
这一点。

(本文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
评论家，2014年初春写于北京)

温雅谐韵 暗香清明
——— 观卢景春的写意花鸟画

卢景春已出版的画册有：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卢景

春画集》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国画精粹喻继

高、卢景春画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美术家卢

景春作品集》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坛六大
家》方增先、喻继高、卢景春、何家英、贾又
福、刘大为

香港名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
画家卢景春国画月季作品集》

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卢景春画集》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聚焦画坛》中

国当代实力派画家四大家，陈金章、霍春阳、卢景
春、吴山明

西泠印社出版的《画坛高峰精品汇编》国画
卷，刘文西、卢景春等。

卢景春山水、人物、花鸟皆擅，他的山水画
格调高雅，清淡幽深，实处能见笔墨之流转，虚处
则更显幽灵；人物画立意深刻，情景相间，变形合
理，线能见笔，色不复古，实为文人画之象。自有
一种跌宕之气。特别是花鸟画，清新隽永，既松
动，亦凝练，动中有静，静中求动。轻逸、细腻、
淡雅飘逸、意到传神，是一种根深古人而又发潜于
自身的悟道之术。

卢景春艺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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