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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中国近代书画，是指晚清民国直到1949年之间创作的作品，以及活跃在这一时段的画家画作。
对于书画的时代划分，没有很明确的年代界限。
有些曾经活跃在民国时期的著名画家，当然那时他们还很年轻，由于高寿，他们的艺术里程达到了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比如溥松窗、唐云、启功等人，他们不像吴湖帆那样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寿高
到了改革开放，那么这一时期的作品，究竟属于近代，还是现代，就很难清楚地划分了。
20世纪初期是中国书画艺术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在众多的书画家中，没
有最好，只有新老。
这一时期没有绘画领袖级的人物，包括京津画派的巨擘金北楼、岭南画派的开山人物高剑父、高奇峰
以及海派的吴昌硕，尽管以辈分论，完全可以做到领袖群伦，在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上，却未必能
达到名至实归的境地。
至于当今炙手可热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就艺术水准而言，他们也未必能真的令人信服地达到
权舆翘楚的顶级大师位置。
当然，作为书画收藏，还是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开放式心理，把艺术成就与市场价格水平分开来
对待。
中国近代书画的收藏，要根据收藏者的实际财力量力而行。
对于财力充实的收藏者，可以收藏现在市场价位在第一板块的近代画家作品，比如齐白石、黄宾虹、
张大千、吴湖帆、潘天寿、傅抱石；如果资金实力一般，不能入藏上述第一板块的书画家作品，可以
退而求其次，收藏价格在第二板块、第三板块的画家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板块的画家作品现在的价格仍然可以控制在相对合理的，甚至稍微偏低的水平线
上，但是有些画家的艺术水平应该是不逊于甚至高出第一板块的画家，一般财力的书画收藏者，应该
重点研究这样一个画家群体。
作为一位书画收藏者，最重要的能力展示并不在于对书画真伪辨识水平的高低，而是能够根据自己的
经济实力，对收藏对象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划分。
比如吴昌硕是在什么价格板块上，金北楼的价格位置在哪里，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市场要素和价格概
念，不懂这些，就是盲人瞎马，如果花了十几万块钱买了一幅齐白石，或者用几十万块钱买了一幅海
派画家金梦石，那就都错了。
书画的收藏，除了对价格的掌控能力以外，对真伪的辨识也是极其重要的。
书画的作伪自古有之，历朝历代的书画名家名作都有仿品，有些发生在后世，有些则在当时就有。
中国书画即文人书画，始于魏晋时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书画名士，如东吴曹不兴，是我国最早的佛
像画家；东晋顾恺之，是我国著名的人物画家，以《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名垂青史。
此时的著名画家还有以“笔迹周密”著称的陆探微，有以“笔才一二，像已出焉”著称的张僧繇，以
“曹衣出水”著称的曹仲达，等等。
在书法方面，东晋的王羲之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的隶书用笔，独
创圆转流利之风格，真、草、隶、行各体皆精，被奉为“书圣”。
其作品真迹至今只是一个传说，没有一件流传下来，那些冠名王羲之的传世作品均为临摹本，比较著
名的有行书《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草书《初月帖》，楷书《黄庭经》、《乐毅论》等。
魏晋时期，因皇家收藏名人书画要品评藏画的级别，于是鉴画理论应运而出，东晋顾恺之的《论画》
和南齐谢赫的《画品》是最早出现的评论书画艺术的专著。
其中南齐谢赫的《画品》提出了“六法论”：六法者何？
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
，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谢赫的“六法论”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笔墨赋色特点的总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产生着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
在当时复制条件的制约下，绘画技法的传播技术只有传拓和临摹，而且是唯一技术手段，这就是古人
学习书画必须要百遍千遍地下死功夫对临、背临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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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临摹的习作品是学习的结果，而不是为了仿某名家而牟取经济上的利益，所以这类古画的仿品不
应该简单地被视为仿古赝品。
至于流传至今，被商人作为古代名家的赝品进行买卖，那是现在人的事情，与原摹仿者无关。
比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王羲之的《兰亭序》，都是唐宋后人的摹本，是保
存原作的唯一可信的信息来源，存在的价值应与原作等同。
宋代以后，纯粹的商业书画造假赝品渐多，明代的吴门四家文徵明、沈周和唐寅，作品出门后即有赝
品诞生，到了清末民国时期，书画造假盛极一时，形成了一种规模庞大、分工明确的社会行业产业，
这些仿品现在仍被纳入某些博物馆的藏画中，被视为重要文物，比如天津博物馆所藏重器宋代范宽的
名画《雪景寒林图》，启功先生就认为属于范宽一路的绘画作品，但不是范宽的亲笔所为，当然也提
不上是所谓的赝品。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至90年代，曾经规模宏大的书画造假一度销声匿迹，绝对没有这一时期的赝
品出现。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国内收藏热的迅速兴起，书画造假再度卷土重来，而且规模波及范围之大、参与
制售的人员之多，远为历代之所不及。
这些新的赝品专以欺骗为目的，有恃无恐地以拍卖、画廊为销售平台，大量充斥各级市场。
正是因为艺术品市场上有许多伪作的书画，于是有人开始研究当代书画去伪存真的方法，当然，交学
费是免不了的，从最初的跃跃欲试而被“打眼”，到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成为鉴定大家，其间不仅要
学习中国书画的发展史，把握时代的艺术风貌和画家的个人风格特征，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同时
还要懂得一些相关的知识，比如从书画的装裱来断代，从印章上找问题，从题跋上看到作伪者的疏漏
等等。
一个成功的收藏家，不应该以藏品的数量庞大为追求，而应以藏品精到为目标，这要有独到的收藏理
念和明确的收藏目标以及独具慧眼，只有这样才能购藏到具有独创性的书画作品，才能够以合理的投
资获得合理的回报。
本书最后一章介绍近代书画作品在拍卖会上的情况，书画春拍、秋拍成交数据，让人目睹书画市场火
爆的同时，有了解一些在书画升值背后，还有许多有可能让书画收藏者不慎落入陷阱的幕后潜规则，
而制售赝品书画的人利用了法律的某些真空，肆无忌惮地坑害欺骗收藏者，考量着法律对这种制假贩
假罪恶的容忍、耐心程度。
本书试图从近代书画收藏与投资出发，概括介绍近代绘画的特征及其主要绘画流派，同时对书画赝品
的辨识也做了一些基础性的介绍。
王国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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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书画收藏与投资》内容简介：作为一位书画收藏者，最重要的能力展示并不在于对书画真
伪辨识水平的高低，而是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对收藏对象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划分。
书画的收藏，除了对价格的掌控能力以外，对真伪的辨识也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近代书画收藏与投资》试图从近代书画收藏与投资出发，概括介绍近代绘画的特征及其主要绘
画流派，同时对书画赝品的辨识也做了一些基础性的介绍，阐述了独到的收藏理念，对书画收藏爱好
者具有指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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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建，南昌大学国家一级美术师。
其研究涉及赣傩民间文化、中国陶瓷史、现代视觉传达艺术研究等多个领域。
多件美术作品参加全国及海外美术展览。
编写出版多部专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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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天津位于距北京120公里的东南方。
清廷被推翻了以后，大批的晚清王公大臣均携重资到天津租界地，买房做“寓公”。
由于这些遗老的到来，将原帝都文化带到了天津，使得天津对书画的审美与要求几乎与北京保持一致
。
当时京津两地的市场能保持高度的一致，可以有条件合成一个绘画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京津画
派”，并成为引领全国绘画的轴心画派。
 民国初年，清朝权贵失势后，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宫廷人员携带珍宝，举家避居天津，以出售古
玩字画度日。
北洋政府的新贵和财大气粗的天津富商形成了北方财团，借机大量收购古玩和字画，于是出现了琉璃
厂书画和古玩市场的繁荣。
大批珍贵古玩和字画流入市场，全国各地都有人来收购。
全国各地画传统文人画的画家，也纷纷来到北京以卖画为生，北京书画市场因有这些名家参加，声誉
日隆，成为当时京津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对京津两地书画影响较大的是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
徐世昌是天津人，在清朝曾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1918年被“安福国会”选为总
统，1922年辞职后移居天津。
他在任时支持金城等人致力于中国绘画研究，退隐天津后以书画自娱，并以“水竹村人”署款到北京
琉璃厂挂单卖字、卖画。
 1.京津画派的形成 1919年，画家金城、陈师曾、周肇祥、萧逊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画学研究会”，
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先求根本之稳固，然后发展其本能”为宗旨，强调保存国画固有之精神，
致力于中国绘画的研究。
金城负责刊行《艺林月刊》，吸引京津与河北画家四五百人人会。
 1926年，金城第二次携京津两地画家作品赴日展览，归来后不久逝世，年仅48岁。
金城的儿子金潜庵与全城的众弟子组织“湖社”，主要社员有金潜庵、刘子久、胡佩衡、惠均、陈少
梅等二百余人。
 中国画研究会和湖社的大多数画家不是北京籍，都以卖画为生，有鲜明的个人画风。
因他们生活和创作都在北京、天津，故被称作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京津画派”。
 2.京津画派的其他成员 1921年，北京有一个名为“阿博洛”的美术团体，由李毅士、吴法鼎发起，会
员有王悦之、陈正民、高叔达、夏伯鸣、郭志云、钱稻孙、钱铸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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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书画收藏与投资》编辑推荐：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内收藏热的迅速兴起，书画造假规模及
范围越来越大，仿制的赝品鱼目混珠，有恃无恐地以拍卖、画廊为销售平台，大量充斥各级市场。
在这样的情形下，书画爱好者及藏家们更加需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去分辨真伪好坏。
《中国近代书画收藏与投资》试图从近代书画收藏与投资出发，概括介绍近代绘画的特征及其主要绘
画流派，同时对书画赝品的辨识也做了一些基础性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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