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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新时代齐鲁风情 C21 综合

明漳州窑鱼龙雕塑炉 C22 收藏

“金字招牌”

也暗藏陷阱
□张向阳

日前，《故宫珍藏历代书
画展》在故宫武英殿书画馆
展出。包括晋代王献之的行
书《中秋帖》卷、唐代李白的
草书《上阳台帖》卷和宋代王
希孟《千里江山图》卷等重量
级稀世国宝亮相。
《故宫珍藏历代书画展》

是故宫博物院的常设展览，
共有九期，分3年展出，现在
正值第 6期，又适逢新中国
成立60周年，因而主办方特
意遴选的书画作品都是多年
未展的国之重宝。据透露，
“国宝”级别的书画作品每打
开展出一次，或多或少都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因而，
此次如果错过观赏原作的机
会，下次若想再睹芳容，恐怕
不知要过多少年。据说就拿
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
来讲，该卷轴深藏宫中多年
未展，即使故宫库房的工作
人员也有十几年没有打开过
它了。为此，我们请故宫博物
院副研究员、书画部副主任
金运昌先生对这几件珍品进
行了介绍。

□《千里江山图》

深闺藏了20年

在中国传世名画中，《千
里江山图》的“知名度”显然
不是最高的。无论是《清明上
河图》、《韩熙载夜宴图》，还
是《五牛图》、《步辇图》，似乎
都比它更让民众耳熟能详。

这幅《千里江山图》纵
51 . 5厘米，横1191 . 5厘米，
绢本，青绿设色。画卷之上，
描绘了峰峦叠嶂、江河湖水、
野渡渔船、亭台村舍以及捕
鱼、游玩、行旅等人物活动。
画家笔法精密，虽景物繁多，
点画晕染一丝不苟。据金运
昌先生介绍，《千里江山图》
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运用了
水墨写实的技法重新诠释了
青绿山水画，或者说丰富了
青绿画法，为青绿山水画的
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
用。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此画
曾经公开展出过两次。一次是
上世纪50年代，一次是80年
代。到现在，已经又是20多年
未与公众见面了。金运昌先生
在故宫已经工作了多年，直到
此次展出才见到了这幅画作。

蔡京是第一藏家

金运昌先生介绍，这幅
作品很有传奇性。作者王希
孟，在绘画史上没有记载，唯
一的资料是北宋奸臣蔡京在
画上有一段题跋“政和三年
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
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
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

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
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
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
京，谓天下士在作而已。”

区区几十个字记录了这
段历史。大意是，政和三年，
宋徽宗赐给我这张画，王希
孟当年十七八岁，在画学(宋
朝的画院)为生徒，后被升入
文生库。曾多次给皇帝献画，
可是都不算好。但是宋徽宗
看他是个人才，有可造就之
处，就亲自指点他，教了半年
就画出这幅画，徽宗很赞赏，
把画赐给了我……可见此画
的第一藏家就是蔡京。后人
推测，王希孟去世时也就十
八九岁，可谓英年早逝。“在
宋徽宗指点下，王希孟半年
就有了很大的进步，画出这
样一幅画，可见徽宗的书画
造诣和艺术教育水平还是很
高的。”金运昌说。

开卷会受伤

作为北宋时期的一幅青
绿山水孤品，《千里江山图》
的画面色彩爽朗富丽。石青
石绿是矿物颜料，本来覆盖
性就很强，经层层叠加，更是
质感凝重，艳而不俗。有人
说，只要打开画卷，颜料就会
掉落，据媒体报道，对于是否
开卷展览，业内人士还曾产
生过争议。

金运昌说，这个画用矿
物颜料，说白了就是矿物粉
末，因为它附着力差，画画时
不易渗入纸中，所以作画时
要用胶调颜色，运笔很涩，要
想画得匀净要有功力，这就
增加了绘画的难度。其装饰
性强，颜料厚度大，换句话说
就是把颜料粘在绢或纸上。
上千年过去了，调色的胶失
去了黏性，颜料的颗粒粘不
住了，打开一次卷上一次，颗
粒就要脱落。当然，这种脱落
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哗哗”
地掉，而是微量的损伤。这幅
画保存很好，主要是曾经保
存在宫中，少展少看是重要
的保护手段。当然，这不等于
不展不看，是否展出是经过
专门讨论过的。

另外，这幅画是绢本。如
果是纸本，因为纤维粗、结
实，保存问题不大。绢本是蚕
丝，成分主要是蛋白质，这上
千年的保存就很困难。开一
次卷就会有丝折断，可以说
每次开卷都是有成本的。至
于是否能重新装裱，目前还
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

□《上阳台帖》

李白唯一真迹

金运昌先生说，《上阳台

帖》为李白手书，也是其唯一
传世的书法真迹。字体为行
草，共5行，24字，是李白所
书自咏四言诗，原文为：“山
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
笔，清壮可穷。”文后有款，款
署“太白”二字。帖前有宋徽
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
白上阳台”七字。《上阳台帖》
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
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结
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
趣无穷。帖后有宋徽宗赵佶
一跋，跋文为：“太白尝作行

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
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一
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
知白不特以诗鸣(通名)也。”
上世纪50年代，大收藏家张
伯驹先生把自己收藏的这幅
作品赠与毛主席，毛主席又
将其转交故宫收藏。

金运昌说，元代张晏在
该帖上跋曰：“谪仙(指李白)
尝(通曾)云：欧、虞、褚、陆真
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
若他人极习可到。观其飘飘
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

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
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
爽。”元代书法家欧阳玄在观
赏了此帖后，题诗云：“唐家
公子锦袍仙，文采风流六百
年。可见屋梁明月色，空余翰
墨化云烟。”

以前在真伪问题上曾经
产生过争论，但最终大家认
定是真迹，启功先生曾专门
著文证明此帖是真迹。另外，
宋徽宗是书画艺术的大家，
他生活的时代距唐代不过几
百年的历史，他能珍藏并赞
许，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中秋帖》

米芾的真迹

王献之的“著作权”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
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
帖》，王珣的《伯远帖》被乾隆
皇帝合称“三希”，意即稀世
珍宝。

行书 3行，共 2 2字，释
文：

中秋不复不得相
还为即甚省如
何然胜人何庆
等大军
无署款。
金运昌介绍，《书断》中

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
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
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
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
之创造的新体。《中秋帖》是
《宝晋斋法帖》、《十二月割
帖》的不完全临本，原帖在
“中秋”之前还有“十二月割
至不”六字。

金运昌说，该帖用竹料
纸书写，这种纸东晋时尚制
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方出现。
从行笔中可知，所用毛笔是
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使用
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
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
活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
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
贯通、潇洒飘逸的效果是写
不出来的。《书画舫》云：“献之
《中秋帖》卷藏檇李项氏子京，
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
真迹也。”清吴升《大观录》中
称：“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
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
恐是宋人临仿。”

据米芾《书史》记载，他
曾经收藏过王献之《十二月
帖》，为黄麻纸本。尽管早就
有人指出《中秋帖》是米芾节
临《十二月帖》之作，而且32个
字中就有10个字被删，章法也
大变，但著作权却一直挂在王
献之的名下。虽然不是真迹，
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保
持了王献之的风神，还是作
为国宝藏在故宫的。

故宫展出一批国宝级书画珍品，金运昌先生详解———

《千里江山图》“静养”20年
隔记者 张向阳

在 2009年春拍中，古
书画连创天价一枝独秀，成
为今年国内春拍的最大市
场亮点。古书画快速升温虽
令人可喜，但一些拍卖公司
为了吸引买家的眼球或为
了制造轰动效应，片面追求
名头，动辄宋元或“明四
家”，拿假画充数，实在令人
担忧。

都知道“吹牛不上税”，
有的拍卖公司为揽生意吆
喝得忒离谱，有的号称征集
到宋徽宗的花鸟、唐寅的行
书、八大山人的花鸟，但拍
品却令人惨不忍睹，离真迹
相去甚远。如今“明四家”沈
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画
作在拍场屡见不绝，清“扬
州八怪”的拍品更比比皆
是，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都
是赝品。

有业内人士统计，仅近
一年内上拍的八大山人书
画就达百件之多！某家大公
司一次上拍竟有数件之多！
可以想象，这些八大山人的
拍品里能有几幅是真迹，有
人说今年春拍中上海某公
司320万元拍出的《书画册
十六开》就是不折不扣的冒
牌货，北京某公司 6600万
元成交的《花鸟四屏》据说
也是一件低仿。这样的作品
也能拍出天价，实在是荒唐
可笑。因为炙手可热，不少
粗制滥造的古书画拍品纷
纷跟进涌上拍场，让人防不
胜防。

除了形形色色的名家
作品，在古书画征集上国内
买家格外迷信追捧《石渠宝
笈》，由于被其著录过的拍
品往往能拍出千万元的天
价，于是大家开始纷纷在
《石渠宝笈》上挖空心思大
做文章。

确实，回顾一下国内近
几年拍价超千万元的古书
画拍品，哪个不是打着《石
渠宝笈》著录的旗号？恽寿
平的《载鹤图》(3696万元)、
马远的《溪山秋爽图》(3024
万元)成交，莫不是拿《石渠
宝笈》做金字招牌。但要警
惕“金字招牌”有时也暗藏
陷阱，搞不好大价钱买来的
也可能是垃圾，这样的教训
并不鲜见。

古书画市场之所以赝
品频出，关键是买家不懂鉴
赏，缺乏真伪识别能力。要
想变成古书画的大藏家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收
藏古书画还需要买家能鉴
会赏，对中国书画史有较深
的了解。看一下近代的古书
画收藏大家，哪一位不是大
鉴赏家、大书画家？所以对
于买家们来说，只要有较高
的鉴别水平，而不是盲目追
捧高价的“大牌明星”，就不
会在鱼龙混杂的拍场上受
骗上当。

《千里江山图》局部。

《中秋帖》局部。

《上阳台帖》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