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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辨别古代书画的真伪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就叫作书画鉴定。
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文博事业和书法美术事业，为博物馆和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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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书画的时代气息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第一节 晋至唐第二节 五代
和两宋第二章 书画鉴定的辅助依据第一节 书画家印章第三章 书画鉴定的有关知识第一节 书画家的字
号、籍贯和生卒时间 第四章 书画做假的各种方法第一节 完全造假的方法及实例第五章 书画鉴定的全
过程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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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钱选的青绿山水，虽然是仿唐代李思训的，但又不同于李思训、赵伯驹的画法，具有自己的独
特面貌。
他还擅长描绘花卉、人物等题材。
    被称为元代四大家之一的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轴运用了干笔破墨皴擦的方法，轴则是用湿笔设
色的笔法画成的。
同样是山水画，画法却截然不同，体现了作者绘画技巧的灵活性。
王蒙善于学习古代名家的技法，加以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创造出他自己的风格面貌。
如《夏山高隐图》轴、《葛洪移居图》轴都是布景满幅，一幅画之中数家画法兼而有之，体现了他长
于学习的钻研精神。
他们各自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对明清画坛产生较大的影响。
    吴镇能书善画，山水学董源画法，用笔厚重，更长于画竹和渔父人物，自成一格，对后世也有影响
。
    倪瓒的绘画，用笔枯干，布景清旷，题材大多是枯木竹石。
他善用墨笔，也有极少数设色画。
他在画幅中很少画人物，体现出他的绘画的特殊风格，显示出文人士大夫那种“清高孤傲”的精神气
质，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图13)。
    李衙专长画竹石，他画竹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墨竹，另一种是双钩填绿色。
画石则以钩边渲染见长。
柯九思也善于画竹，喜用墨笔，画石多呈圆形。
李衙、柯九思都画竹石，但他们的技法不同，作品的风格也就各异。
    王渊的花鸟学宋人，但不是固守宋人陈法，而是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
他的作品，构图和用笔比宋人简练得多，与宋代花鸟画的区别很明显。
    王绎专长画肖像，他能用墨笔线条描绘出对象的精神面貌，将肖像画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振鹂、夏永的细笔楼台殿阁(图14)，画出了元代的独特风格。
这样精细工整的界画，唐宋时期是没有的，我们在明清时期的界画作品中，也没有见到过这种极其细
腻的画法。
    诗书画三结合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元代绘画的一大特点。
这时绝大多数画家都已在作品上落款了：一部分作品有年月款、上下款及题诗。
题诗或者说明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或者说明这幅画的内容。
这是不同于前代的一个特征。
此外，也有些作品只有作者名款而无上款。
那种不落名款的作品反而成为少数的了。
    元代写上款的格式多为平行式，如赵孟《浴马图》卷题款“子昂为和之作”，又如，赵孟《水村图
》卷(图15)题款“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为钱德钧作子昂”，这些字被写成两行，两行的第一个字是平
行的，所以被人们称为平行式。
这种形式到明代早期仍然沿用，但它同明代中、后期及清代那种将上款写得高出下款一个字或两个字
的落款格式有显著不同。
    元代还有少数南宋遗民画家，他们隐居山林之间，写字和绘画仍然保留着南宋的某些风格和特点，
不同于元代的一般风格。
这是我们在鉴定元代书画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
    总的看来，元代绘画趋向于水墨画较多，设色画逐渐减少，构图、用笔大多不再像宋代那样繁密、
富丽、精工，而逐渐趋于简略。
体现了元代绘画的新面貌，形成了元代绘画独特的时代特征。
    元代书画的装潢形式仍然是轴、卷、册居多。
质地以纸本居多，少数为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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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纨扇画页较少，均为绢本。
书轴的最早实物是南宋吴琚的《仿米行书诗》轴(现在台湾)，元代后期，书轴就逐渐多起来了，张雨
、杨维祯、倪瓒等几家的书轴，我们常常可以遇到。
如果有人声称自己藏有落上了唐、宋时期书画家名款的书轴，那是值得怀疑和否定的。
    第四节明    明代流传下来的书画作品比宋、元时期要多得多，这对于我们研究明代书画的时代气息
，各种书画流派的风格，作者的个人风格以及个人风格的演变情况，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从书画鉴定学来说，由于作品较多，人们可以比较充分地进行排比分析，所以结论也就更加精确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演变，明代书法艺术在宋元书法的基础上又有变化和发展，楷、行、草、篆
、隶各种书体都有。
明代的书法家，有的是I临摹古代各名家书法而形成自己风格的，也有的是专临某一古代名家而形成个
人风格的。
    明初的三宋(宋克、宋广、宋琏)和二沈(沈度、沈粲)对明初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也可以说，代表了明初的一部分书法的风格。
如宋克是以章草和晋唐小楷为基础形成自己风格的，元代至正年间他30多岁时书法已经成体，到明代
洪武年间他老年时，更为老练成熟。
又如明初永乐时的中书舍人沈度，用平正圆润的楷书为皇帝书写公文诏书，当时被称为“台阁体”(
图16)。
他的这种写法，代表了明初台阁体的风格面貌。
在他以前，这种风格的楷书是没有的。
    明代早期，还有一种被称为“狂草”的书法，它是一种不按传统的草书法，而由个人随便挥写出来
的草书，许多字不易辨认。
如果你比较熟悉他所写的文章或诗词，还可以大略的念得下来，反之，就很难念得通。
张骏、张弼等人的草书就属于这一类型。
直到明代中后期，还仍然有许多人书写这种书体，说明了明代有书写狂草的习惯。
宋元时期虽然有很多写草书的人。
但却很少有人写狂草，所以说，这种狂草书体也体现出了明代书法的时代气息。
    明代早期程南云的篆书．书法工整，篆法圆润，大多数写在引首纸上，单独地写成字条、字卷的我
们还未见过。
他的这种篆法和风格，在宋元时期的篆书中是没有的，明代中、后期的篆书中也没有这种风格。
    明代中、后期的书家很多，我们只能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来谈一谈。
吴宽是专学苏轼书法的，不论是大字还是小字，一律都是苏体。
当然，他的苏体字仅是形似而已，认真地细看起来，与苏轼的字有很大区别。
沈周的大字小字都仿黄庭坚的书体，细看起来，也是只有形似，毕竟黄庭坚是黄庭坚，沈周还是沈周
，他们之间有时代不同的差别，也有临摹仿效和个人创造的差别，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文徵明的小楷和行书都很精工，写成了自己的风格。
他老年时写的大字，不论是字卷还是字条，都以写黄庭坚字体居多，体现出他写字的特点。
王宠以写晋唐小楷为基础，但又有变化，他的楷书和草书都写成了自己的面貌。
董其昌书画成名以后，他的书画风格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清代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仍
然有许多人学习他的字体和风格。
邢侗的书法在当时与董其昌齐名，被称为“南董北邢”，他的书法大多是临王羲之帖的草书，也有行
书和楷书，但较少。
王时敏的方正高装字形的隶书体，代表了明代隶书的风格体式，与清代初期郑益所写的那种比较圆润
、流动、灵活、不拘板的隶书截然不同。
(图17、18)    明代初期的绘画艺术，是元代绘画艺术的继续和发展。
明代永乐年间，国家又设立了画院，广征天下画士，使之为封建宫廷服务。
因此，明代早、中期的绘画，就形成了两个大的系统，即宫廷画家和自由发展的吴门画家。
当然，不属于这两个系统的其他画家还很多，但主要的还是这两个大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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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到弘治时期，画院非常兴盛，画家人材辈出，画科题材广泛，画的风格面貌，大都仿南宋画院
，山水画追求马远、夏圭的面貌，花鸟画设色艳丽，颇为生动活泼。
    画家戴进技术全面，山水、花鸟、人物各种画科都能画，并且画得很成功。
他的山水画虽然是仿马远、夏圭的，但能加以变化，自创一格，开创了后人称之为“浙派”的画风，
人称戴进的绘画为浙画第一流。
王谔的山水人物楼阁，在仿宋的基础上也能独树一帜，被称为明代马远。
吴伟的山水人物用笔豪放，仿古而又有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面貌。
弘治八年，明孝宗朱祜樘曾赐予他“画状元”印章。
说明他的绘画技艺和成就被最高统治者赏识和重视。
朱端的山水人物画也有个人的特色，虽然是从南宋院体演变出来的，但显得更为潇洒。
他的墨笔竹石也相当成功。
    明代画院体系的花鸟画家，大多仿效古法而又有变化，形成了不同的个人风格面貌。
林良的花鸟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
也有些是淡设色的，从风格上看，别具一格。
吕纪的花鸟画，大多富丽精工，色彩鲜艳。
此外，他还有一种用笔流畅、生动活泼的画法。
林良、吕纪的绘画艺术成就对明代后期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代画院花鸟画家很多，他们个人的风格面貌虽不尽相同，但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例如：多是绢本，落款仅仅写几个字等等。
这种相同的时代气息，为我们的鉴定工作，提供了断代依据。
当然，仅仅依靠这些来断代是很不够的，还需要从其它许多方面来进行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进行鉴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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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辨别古代书画的真伪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就叫作书画鉴定。
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文博事业和书法美术事业，为博物馆和美术史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
鉴。
    在旧社会，古代书画大多数为封建帝王、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所占有，他们通常从个人爱好出发
，有的甚至将古代书画作为个人争强斗富的工具。
因此，他们对古书画的鉴定有时就不能从客观的实际出发，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他们所写的有关书画鉴定和评论的各种著作中，有许多经验和资料可供我们参考。
但应该指出，这些经验和资料大都是零散的，而且其中往往存在着某些谬误不实之处。
由于认识和时代的局限，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没有人写出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书画鉴定专著。
    现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为书画鉴定学的发展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国家博物馆的大量藏品为进行
科学鉴定奠定了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我们进行鉴定工作的理论
基础。
运用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对多年的鉴定实践进行研究和探索，并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成果，总结出比较
系统、比较全面的书画鉴定经验，进一步提高鉴定水平，更好地保护文物，为社会服务。
    很多人将鉴定书画这项工作，看成是十分玄妙、高不可攀的学问，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其实，凡是有志于钻研这门学问的人，只要肯下功夫学习，都是可以学会的。
举些通俗常见的例子来说吧，和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他随便写点什么，并未署名，但我们一
看就能看出这是谁写的；再如一个我们熟悉的人，因距我们较远而看不清他的面貌，只要观其行动姿
态，就能够分辨出他是谁。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在于我们对他比较熟悉，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
这与书画鉴定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对于某个时代、某个书画家的作品看得比较多了，产生了一定的认识，总结出了一些特征，
那末，当我们再见到这个时代、这个书画家的其它作品时，往往就能够识别它。
因此，书画鉴定是可以学会的，并无什么神秘玄妙可言。
    但是，真正精通书画鉴定也并不是轻而易举、十分简单的事情。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自古至今书画家不计其数。
时代不同，书画的风格面貌也就不同；在相同的时代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流派和作
者，书画的风格面貌也有所不同；即便是同一个作者，他临摹别人的作品与他自己的创作的风格就不
一样，他的早期的创作与中、晚期的创作的风格面貌也有区别。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家数量众多，他们的作品各有不同风格和特点。
何况书画自有经济价值以来，就不断有人做假，采用改头换面、挪移题跋、旧书画改款、摹仿作假、
完全造假等方法，用尽各种手段来蒙骗人。
所以，从数量众多的古书画作品中鉴定出某件作品的真伪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就不那么容易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画鉴定又是一项比较复杂、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
    怎样才能搞好书画鉴定呢?从事这项工作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书画鉴定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