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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画收藏活动，尤其是古代书画收藏活动，有几方面的条件是必备的：浓厚的兴趣、较为富裕的经济
、相当的鉴赏能力（或具借助鉴赏能力的条件）及较好的机缘。
收藏活动的前题是鉴赏，没有鉴赏，不辨真伪美丑，就谈不上收藏，所以许多大收藏家同时也是鉴赏
家。
又因为收藏活动发生于兴趣，鉴赏家的成功也离不开兴趣，鉴赏家兼而收藏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鉴和藏是不可分的！
收藏同时又是一种涉及经济交易的事，只有在“刻骨铭心”的经济得失中磨练，才能成就一双鉴真辨
伪的眼睛。
我们的许多前辈鉴定大家，大约无一例外地看重书画市场。
吴湖帆、张大干先生与徐邦达老师的鉴定经历，大约都是从购买第一幅古书画开始的。
书画市场是一个鱼龙混杂的锻炼目力的好去处，尤其是频繁的拍卖预展，数以千百计的书画作品，或
古或今，或真或假，或半真半假，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这种机会，大学里没有，即使博物馆
也无如这般丰富。
拍卖场是古今艺术品的江河湖海，商家以为有利益的空间，藏家以为有觅宝的机遇，对鉴赏研究者而
言，则是检验旧认识、发现新课题的大学堂。
八年前，徐邦达老师在北京嘉德拍卖会拍得王原祁《为尧日作山水图》，这是王原祁去世前一年的作
品，笔墨沉厚且有较浓的抽象意味，再点缀以深深浅浅的色块，全不同于其早、中期的模式，这正是
邦达师的最爱。
一年后我去看他，他的兴奋竟然没有减退，又取出重新装裱后的这幅画给我看，他郑重地对我说：“
这是中国的‘印象派’啊！
”所谓印象派，是19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兴起的一个画派。
该画派反对当时学院派的保守思想和表现手段，在户外直接描绘景物，追求光色变化中物象的瞬间印
象。
后来塞尚、凡·高等，在印象派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主观感受，又被称之为“后印象画派”。
邦达师所说的“印象派”是指其后期强调主观感受的阶段。
“中国的印象派”，应该说元代已见端倪，倪云林作画，自谓“写胸中逸气”，其主观因素可想而知
。
到了晚明董其昌，山水画的抽象因素开始突出，形成半抽象的程式。
这一程式，在王原祁手中深化，又辅以斑驳随意的色彩，便完成了一个新的创造。
邦达师给予他这个称号，是看到他与西洋印象派的异曲同工之处，人类艺术，总是可比的。
然而中国的印象派却早于西洋印象派两个世纪呢！
收藏在精神方面有多个层次：了解、认识到欣赏是第一阶段；从欣赏到研究，即进入了第二阶段；考
证至于发现，应是最高阶段了。
收藏的快乐，也是伴随着这些阶段逐步深入的。
烟云过眼，给我们带来了片时的愉悦、久久的思念和一生的滋养。
我们如果从中得到启示，有所思考和发现，惠及社会，那才是收藏的最高境界。
本书撰写者王永林老弟，涉足书画鉴藏二十余载，与我过从也十几年了。
他勤奋多思，并在实战中得到锻炼，是可信之才。
两整天的对话、访谈，由他整理成文，所述所论，皆我一家之言，未必妥当精确，还请阅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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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两位著名书画鉴定家萧平教授与徐建融教授以当下书画鉴定和艺术品市场为话题进行的访谈。
本书分鉴定篇和收藏与市场篇。
两位学者以谈书画鉴定为主线，兼及书画创作与个人的艺术经历，以此印证鉴定与创作、学养之间的
关系，既有书画鉴定微观具体的案例，又有对艺术品市场宏观看法。
本书针对当下艺术品市场发生的一些“鉴定”乱相，深入浅出，言之有物。
实为广大艺术品收藏、投资者必读之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画鉴藏探要>>

作者简介

王永林，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芜湖书画院特聘画师，黄叶村书画艺术研究会学术总监。
从事中国名家书画收藏、鉴赏和投资研究逾二十年，与徐建融先生合著《书画投资实战指南》，并在
《中国文物报》、《中国书画报》、《文汇报》、《美术报》、《文物天地》、《艺术市场》、《收
藏》等报刊，发表关于中国名家书画收藏鉴赏、市场评论方面文章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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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鉴定篇  壹  鉴定现在已成为收藏或投资书画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收藏者  欲将藏品传之后世，需要的
是艺术品而非垃圾，投资者十白钱打  了水漂，到该出手时却出不了手。
因此，鉴定家自然就成为人  们备加关注的人物，那什么人能成为书画鉴定家？
鉴定家需要  什么样的素养？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贰  两位老师都是美术史论、书画鉴定与书画实践同步共进的，那  么“知行合一”对你们的绘画实践
有无影响，其在书画鉴定上  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叁  我曾读过两位老师的很多美文和诗词，应该说你们都是有着很  高文学修养的书画家，那么具备很
高的文学修养对你们在传统  书画的学习和创作上有着多大的帮助，在书画鉴定上起着什么  样的作用
？
你们书画中透出的雅逸之气，是否可以理解成如吴  湖帆的画因具词境则隽秀，陆俨少的画因具诗意
则苍浑，谢稚  柳、徐邦达诗、词、文、赋并具，则画呈俊朗雅逸之态？
  肆  作为当代著名书画家、书画鉴定家、美术史论家，在你们眼中对  历代书画名家(列举数位)是什么
样的认识？
同时对当代可称书  画大家的(列举数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区别在哪里？
  伍  徐老师曾说：“今天书画界的情况，论创作，今不如昔；论  鉴定，今不如昔；但论作伪，昔不如
今，而且大大地不如  今。
”这是否对当今的书画创作和鉴定过于悲观，而对市场上  的作伪者又过分高估了？
  陆  很多人认为当代是一个无大师时代，书画创作浮躁的现状中几  乎产生不了书画大师，你们怎么看
？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成为作  品可以传世的中国画家？
  柒  传统中国画是要讲究法度的，现在大多数人好像不提法度  了。
因为艺术多元了，似乎谁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可以随便  画，你们对此怎么看？
  捌  当今的书画鉴定是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代，市场上对书画作品  莫哀一是、真伪难辨(或不辨)的现
象，使鉴定家这个称号蒙  上了一层阴影。
应当如何看待这雾里看花的世界？
请身为著名  书画鉴定家的你们，为我们谈一谈你们在书画鉴定方面的经历  和对此现象的看法。
  玖  当前艺术品市场中的书画鉴定家有三类：一是官封或学术界、  业界认可的鉴定家：二是活跃在市
场一线，具备买卖实战经  验，有真伪辨识能力的“草根”鉴定行家；三是没有一线实战  经验，只是
从文字到文字的一些报刊、杂志的文章写手，自封  的“鉴定家”。
应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三类鉴定家？
  拾  徐老师曾写过《当代书画鉴定的三大流派》一文，里面说到三大  派，一、实践派吴湖帆、张大干
、谢稚柳，重点在笔墨风格；  二、经验派徐邦达、张珩，主要大量比对实物、积累经验，重点  也在
笔墨风格：三、考订派启功、傅熹年，重点在文献考订。
你  是如何把对传统书画的学习、创作和书画鉴定相融合的？
你是否  也属文中所说的第一类鉴定家，就是鉴定书画时“重点在笔墨风  格”？
萧老师怎么看“当代书画鉴定的三大流派”的划分？
你  是如何把对传统书画的学习、创作和书画鉴定相融合的？
你鉴定  书画时的“重点在笔墨风格”吗？
  拾壹  作为著名书画鉴定家，你们如何看待当代的书画鉴定已进入无  大师时代的这种说法？
  拾贰  当代的书画鉴定家有无可能建立起如前辈鉴定大师们那样的学  术权威性和市场号召力？
  拾叁  萧老师在书画鉴定的艺术感知上近于徐邦达先生，而在书画鉴  定的直觉上似更接近于吴湖帆先
生：徐老师在书画鉴定的艺术  感知上近于谢稚柳先生，而在书画鉴定的模糊度上似更接近于  启功先
生，我这样的认识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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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拾肆  徐老师提出的“小名头的作品‘无真伪’论”，有人对此谈过  不同看法，认为小名头与大名头
一样，也有他们的个性笔墨风  格(虽个性没有大名头强)和时代风格、地域风格，认真鉴别  是可以判
定的，下“无真伪”这个定论，是否失于草率，且助  长造假小名头书画之风？
  萧老师对“小名头的作品‘无真伪’  论”如何看？
  拾伍  你们既是书画家又是书画鉴定家，你们是如何看待当前书画市  场中关于书画鉴定方面的诸多问
题？
近年来当代书画作品的鉴  定是鉴定家鉴定好？
还是书画家本人鉴定好？
一直是一个争论  不休的话题，身兼两职的你们认为应当如何最好？
  拾陆  当代书画的鉴定是这样一个现状，那么近现代书画鉴定应该是  谁说了算？
古代书画的鉴定又应该是谁说了算？
  拾柒  我一直认为书画鉴定家需要有市场一线实战的经验，不知对否？
  拾捌  徐老师在某文中认为当前投资书画的鉴定，不局限于真伪，而  是价值决定一切，视盈利大小为
根本要求，这也是一个容易引  起误解的观点。
作品真伪难道不是鉴定的根本要求吗？
从收藏  变为投资，鉴定的根本要求也变了吗？
很想知道萧老师对此论  点的看法是什么？
  拾玖  “鉴定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鉴定又是万万不能的。
就像现在  书画市场上很多人对鉴定家说这说那，但真要买书画时，还  是希望得到书画鉴定家的认可
，这种怪现象似乎过去是没有  的。
为什么现在有？
  这是否与现在已不是少数具有能力的精神贵族在收藏书画，而  是有钱人投资书画以求短期获取暴利
的一种大众消费有关；是  玩文化修养与玩金钱游戏的区别、是山林与江湖的区别，抑或  是真的一些
鉴定家的职业操守出了问题？
  贰拾  萧老师，傅抱石先生是你的老师，也是你研究近现代书画鉴定的  一个重要课题，请详尽地谈一
下关于傅抱石书画的辨伪与赏析。
  贰拾壹  徐老师，谢稚柳先生是你的老师，也是你研究近现代书画鉴定的  一个重要课题，请详尽地谈
一下关于谢稚柳书画的辨伪与赏析。
  贰拾贰  萧老师受教于傅抱石、钱松嵒、林散之、高二适、亚明、徐  邦达等名师。
徐老师受教于谢稚柳、陈佩秋、王伯敏等名  师，这对你们的绘画创作、书画鉴定学习意味着什么？
有什  么样的影响？
收藏与市场篇  贰拾叁  现今忽热忽冷的书画市场，充满着很多不可知性和  挑战性，可能如同人们说绘
画的“笔墨当随时代”  一样，“市场也当随时代”，因此书画才与股票、  楼市并称为当今三大投资
项目，远离了原先只有精  神贵族才参与的游戏这个范畴。
在此也想请两位老  师谈一谈你们对书画市场的看法，以及你们接触收  藏和涉足市场的经历。
  贰拾肆  当前书画市场中的古代、近现代、当代绘画作品，你  们认为哪些代表性画家(列举数位)和类
型作品是值  得收藏的？
哪些代表性画家(列举数位)和类型作品  是值得投资的？
  贰拾伍  当代画家作品似乎成为前两年书画市场消费的主流，  你们认为成因是什么？
目前当代书画似又进入了低  谷，这又是什么原因？
  贰拾陆  作为著名书画家、鉴定家、美术史论家，你们觉得什  么样才是一幅好画，值得别人去收藏？
作为较早接触  书画市场的人士，你们认为一幅值得投资的画，应具  备哪些要点？
  贰拾柒  著录对书画作品在市场上的表现影响有多大？
它和名  家题跋一样吗？
  贰拾捌  书画收藏者是否与书画创作者一样需要有慧根？
而投  资者是否也应与收藏者一样要具备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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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拾玖  当今书画市场的地域性消费热点比较明显，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现象？
  (如浙江追吴昌硕、潘天寿、黄宾  虹、陆俨少，江苏则追傅抱石、钱松嵒、亚明、宋文  治、魏紫熙
，上海当然是追吴湖帆、谢稚柳、唐云、  程十发、陈佩秋。
)  叁拾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个书画收藏的高潮，但最火爆、  最让人记忆犹新的就是“非典”后的这
轮行情，在经  过2006年、2007年这两年的市场调整，平稳后我们再  来看，到底是些什么人从前面火
爆的市场中得利了？
  应如何看待书画市场中的庄家炒作现象？
以及书画市  场的价格应该是谁说了算？
  叁拾壹  当前市场中充斥的大量书画赝品，使一些中、小拍卖  会成了伪劣书画的大卖场，从你们的角
度如何看待？
  书画市场前两年的低迷，这是主要原因吗？
  叁拾贰  进入艺术品市场购藏书画时，你们认为如何才能少交  “学费”？
  叁拾叁  2008年开始近现代书画率先起稳回暖，给仍处于金融  危机大势中的艺术品市场带来生机，那
么在已很火爆  的近现代绘画中，还有“潜力股”吗？
近现代书法会  如古代书法一样爆发吗？
精品战略是不是收藏、投  资近现代书画的不二法宝？
  叁拾肆  2009年春拍古代绘画在市场上为何异军突起、天价  频现？
如何看待近两年古代书法越来越火爆的现  象？
并请你们预测一下书画市场后面的发展趋势？
  叁拾伍  收藏者在自己不是很懂的情况下，适当参与市场买  卖的行为，是否有利于收藏？
能否成为检验书画真  伪的一块试金石？
  叁拾陆  古人说：“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  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我认  为现今在书画收藏中，坏于制假、贩假者也只有十  之三四，而坏于“伪专家顾问”和不懂装
懂、只想  “捡漏”的自己，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你们觉得这  个看法对吗？
你们如何看待“捡漏”这个艺术品市  场上的“永恒”话题？
  叁拾柒  两位老师在这么多年的收藏过程中，最让你们得意  的藏品能否介绍几件与我们分享。
  叁拾捌  萧老师你经常在拍卖会上买回别人不敢买，或者说  别人不敢认的古代书画精品，所以就用不
着花天  价。
这一方面来自于你的鉴定能力和对自己鉴定水  平的自信，另一方面是不是如吴湖帆说的：别人看  不
对的东西好白相。
  叁拾玖  最后，以你们身兼书画家、史论家、鉴定家多职，  并较早进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特殊身份，
给正在书  画市场奋斗的人们和正准备进入这个领域的朋友  们，提出一些建议和忠告吧。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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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今天鉴定界的人们说到谢稚柳、徐邦达两位先生，都是以一种南、北对峙的形象来说的，把他
们看成天生的“宿敌”、学术上的“冤家”，这一切都源于1995年他俩对张大干一幅《仿石豁山水图
》的鉴定。
其实在此之前，谢稚柳、徐邦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状态，他们是同道中的朋友。
本来学术上的争论，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都不会太在意。
但这一次，一方面花钱买这张东西的人穷追不舍，另一方面因人进入老年难免会偏于固执，再者同是
业界大师级的人物，恃才自傲的感觉也是会有一点，因此产生了一点点隔阂；但真正形成我们今天看
到的局面，却是因为媒体的推波助澜，无限地放大了这个小小的隔阂，把简单的事变得十分复杂，而
使双方都下不来台，失去了“一笑泯恩仇”的机会，这确是中国鉴定界的一大憾事。
在中国书画鉴定界，自张大干、王季迁远走海外，吴湖帆、张珩去世后，其实就只分谢稚柳和徐邦达
、刘九庵，还有启功几个流派了。
所谓流派的形成，是要有强有力的理论体系支撑其学术行为的，并要有优秀的传人传承其艺术脉络，
而且其理论体系、学术行为及传人水平亦为业界公认具有代表性。
相比于其他几位的流派，谢稚柳、徐邦达先生创立的流派都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不光是理
论与收藏的结合，并强调理论与书画创作的结合、鉴定与书画创作的结合。
虽然业界把谢稚柳先生称为实践派，把徐邦达先生称为经验派，其实他们都是理论、创作、鉴定、收
藏齐头并进的，在这方面，他们的众多传人也是如此。
本书所采访的对象萧平、徐建融正是其中的两位。
萧平老师主要师承徐邦达先生，徐建融老师主要师承谢稚柳先生。
他们既有深厚的学养和极高的理论建树，又有广博的见识和丰富的鉴定实战经验，并有着对书画收藏
的痴迷和热爱，收藏之丰、鉴赏之精，有不同于一般收藏家之处；他们的书画创作也和谢稚柳、徐邦
达先生一样，广受书画收藏者们追捧，成为当代传统派书画的名家。
因此，对他们二人的学习，有助于我们研究和了解二十世纪书画鉴定的丰硕成果。
认识萧平老师首先要从我与书画的缘分谈起，二十年前，未受过任何书画鉴藏知识教育的我，凭一腔
喜爱中国书画的热情，读了几本关于鉴赏书画的书，便投入大量钱财，开始收藏名家书画，结果可想
而知，“故事”常听，赝品常买，“学费”常交。
是缘分也是天意怜我爱画之心，经友人介绍得以拜识萧平老师，首先请萧老师对我开始几年之“收获
”一一评点，详加指教，萧老师从仿画如何做旧、画中笔墨如何不具有原作者的笔墨特征、款字是如
何描出来的而非原作者的书法风格、印章如何做假说开来，受益使我终身难忘。
从此改变了我对名家书画错误的认识方法，并使我发狠心要学会一些真正的鉴赏知识。
由此我开始求学于爱莲居中，从对书画造假者之恨，到爱鉴赏书画、喜辨析真伪之乐趣，对名家书画
收藏的爱意更深。
东海长风堂主人徐建融老师，我见到他的著作比见到他人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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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天鉴定界的人们说到谢稚柳、徐邦达两位先生，都是以一种南、北对峙的形象来说的，把他们看成
天生的"宿敌"、学术上的"冤家"，这一切都源于1995年他俩对张大干一幅《仿石豁山水图》的鉴定。
其实在此之前，谢稚柳、徐邦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状态，他们是同道中的朋友。
本来学术上的争论，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都不会太在意。
但这一次，  一方面花钱买这张东西的人穷追不舍，另一方面因人进入老年难免会偏于固执，再者同
是业界大帅级的人物，恃才自傲的感觉也是会有一点，因此产生了一点点隔阂；但真正形成我们今天
看到的局面，却足因为媒体的推波助澜，无限地放大了这个小小的隔阂，把简单的事变得十分复杂，
而使双方都下不来台，失去了"一笑泯恩仇"的机会，这确是中国鉴定界的一大憾事。
在中国书画鉴定界，自张大干、王季迁远走海外，吴湖帆、张珩去世后，其实就只分谢稚柳和徐邦达
、刘九庵，还有启功几个流派了。
所谓流派的形成，是要有强有力的理论体系支撑其学术行为的，并要有优秀的传人传承其艺术脉络，
而且其理论体系、学术行为及传人水平亦为业界公认具有代表性。
相比于其他几位的流派，谢稚柳、徐邦达先生创立的流派都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不光是理
论与收藏的结合，并强调理论与书画创作的结合、鉴定与书画创作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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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画的鉴定家究竟需要哪些素养？
需要哪些必备条件？
我觉得最重要的有这几方面。
第一、他要具备对中国书画史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第二他要具备书画基本技法的知识；第三他要有较
多书画鉴定的实践经验，也就是说他要看过数以万计的书画作品，但不是在画册上、照片上，而是面
对真正出自于书画家之手的作品。
　　——萧平古代书画，没有仇英、董其昌的家属在帮他们炒作，他们是经过了历史的汰洗，而且存
世的作品数量有限，当然异军突起，越来越火爆。
现代的东西，有的本人在炒，有些朋友在炒，但尚有待历史的鉴定，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买家不再
盲目跟进，这说明买家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成熟了。
　　——徐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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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画鉴藏探要:萧平、徐建融访谈》：萧正：江苏省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兼任东南大学、南京艺
术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特约研究员，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美
术馆、南京博物院鉴定顾问，著名书画家、书画鉴定家。
出版有《萧平书画集》、《山水画传统技法解析》、《龚贤研究》、《倪云林研究》、《陈淳》、《
鉴识傅抱石》等书画册和学术专著数十部。
徐建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派书画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美术史论家、书画家
、书画鉴定家，上海市九届、十届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辞海》2009版一美术学科主编
，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史》十二卷本中宋代卷（上、下）主编、清代卷（上、下）副主编。
著有《中国绘画》、《中国书法》、《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等1000多万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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