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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观察

名作赏析

4 月 16 日，由中国书协、中国美术

馆、安徽省文联共同主办的“与古为

新——全国第三届书法临帖作品展”

在安徽省泾县中国宣纸博物馆开幕。

临帖展，是中国书协主办的常设

性综合书法届展。本届临帖展收到

由中国书协 38 家团体会员单位选送

的 3366 名作者 6732 件临、创作品，通

过评审，最终评选出 276 名作者的 552
件临、创作品入展。一同观展的中国

书 协 分 党 组 副 书 记 、秘 书 长 郑 晓 华

说，此次临帖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

前书法界倡导研习传统经典的阶段

性成果，是近年来书坛骨干作者潜心

经典、努力转化的一次检阅，从一个

侧面也呈现出书法艺术传承与创新

的时代特征。

此次展览作品涵盖了各书体门

类，取法上至甲骨、商周钟鼎，下迄民

国王禔、白蕉，包罗历代碑版刻石、简

帛法帖，聚焦崇尚经典和内化出新，

注重临古涵养和个性表达，整体水平

较高，各种书体均有令人眼睛一亮的

精彩之作。这是记者对此次展览最

深的印象。

此次展览，江西有 12 人入展，各

种书体均有，如彭国亮的隶书、刘

良谋的行书、李超的小楷等。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李超的小楷，临的是

文 征 明 的 小 楷 名 帖《南 华 经》，创

作 内 容 为 节 选《古 文 观 止》。 临 、

创作品字径均为 1 厘米左右，以册

页 形 式 呈 现 。 笔 法 精 致 ，起 笔 细

如发丝，字型结构较为端庄稳健，

章 法 协 调 ，整 体 气 息 雅 致 。 此 作

在 大 展 厅 中 虽 显 得 小 巧 ，但 却 很

亮眼，令不少观众叹服。

对此展还有一点印象深刻的

是，作品形式新颖，制作精致。作

品 尺 幅 均 为 四 尺 整 张 以 内 ，一 改

以往国展通行的六尺尺幅。尺幅

更小，如何吸引评委，这对作品外

在 的 形 式 感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

整个展厅，白色宣纸作品极少，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各 种 颜 色 纸 ，还 有 仿

古代碑刻拓片的黑色纸。黑纸作

品 在 展 厅 中 抢 目 ，如 果 数 量 占 比

多了，就会使得展厅一片黑压压，

所以评委们对其入展比例会有严

格控制。投稿作者当慎用。

形式只是外表，决定能否入展

的关键还是书写水平。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临摹

和创作要结合起来，要活学活用，

不能临创脱节。有些作者创作的

作品明显弱于临摹作品，尤其是落

款书写露拙。

临摹古代经典碑帖，是学习书

法的不二法门。初学者必须临得

像，以古为徒，甘当古人“徒弟”；在

此基础上博采众长，汲取各家精华

为我所用，所谓入古出新，方能入

书法堂奥。中国书协举办临帖展，

其目的就是要求作者选择好学习

书法的正确路径，向古人学习，敬

畏经典，打好扎实功底，从而切实

提高中华民族整体书写水平，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以古为徒 入古出新
——全国第三届书法临帖作品展印象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 文/图

书画造假者自古皆有，宋代米芾算一个“大家”。

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里记载了米芾作伪调包之事：

“米老酷嗜书画，尝从人借古画自临拓，拓竟，并与真赝本归

之，俾其自择而莫辩也。”

唐代画家戴嵩的《牛图》流传到米芾朋友手中，米芾竟

然也借过来弄了个临本，以此想糊弄藏家朋友。周辉是这

样记载的——在涟水时，客鬻戴嵩《牛图》，元章（米芾字）借

留数日，以摹本易之而不能辨。后客持图，乞还真本。元章

怪而问之曰：“尔何以别之？”客曰：“牛目有牧童影，此则无

也。”幸好藏家朋友对自己的藏品观察得仔细，记住了画中

牛的眼睛里有牧童的影子，才辨别出了米芾的伪本。

米芾并非专为牟利而造假，而多半是为了炫耀其笔下

功夫。相传他的王献之书法临本流入市场，竟然被《梦溪笔

谈》的作者沈括买下，当作王献之的真迹精心收藏。米芾在

其《书史》里记了这一笔：“余临大令王献之法帖一卷，在常

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废帖装背，以与沈括。”那是在公元

1090 年，米芾居润州（今江苏镇江），而经历官场沉浮后欲

退隐的沈括也举家搬迁至此。在润州，他们常在一起欣赏

藏品、交流心得。

书画造假，近代最有名的莫过于画家张大千。他用旧

纸仿徐渭、石涛、石溪、八大山人的作品，当时就骗过了不少

知名的藏家和书画家如陈半丁、黄宾虹等。据说，海内外还

有一些博物馆和收藏家把张大千的仿品当作真迹。

字画造假最常见的手法是染色做旧，一般染成鼠灰和

麦黄两种颜色。前者是采用旧纸和碱水，加上新画一起煮，

然后取出画晒干，新画就成鼠灰色；后者是采用红糖水加藤

黄染新画，然后经过晒干，再用香灰一抹，就成麦黄色。也

有将隔夜茶涂抹，或者用熏烤法，即点燃椰子壳来熏烤，让

字画出现咖啡色效果。笔者还听说一种让纸本快速“自然”

变旧的做法，就是将新造字画拿到西藏等高海拔、强紫外线

的地方去晾晒。另外，甚至还有人养些昆虫，让其在作伪的

字画上噬咬出虫洞，给人一种保管不善的“旧模样”。

利用旧纸或者旧字画等来作假，也是常见的手法。比

如，找到真正的旧纸来作假画，如此直接省了做旧工夫，而

且纸张“到代”，迷惑性极强。这也正是清代老纸如今在市

场上卖得贵的原因。甚至一些清代小名头或无名头字画的

裱头也值钱，原因就是这些裱头可以作为“老套子”，给新造

的大名头字画穿上真正的“旧衣服”。最绝的估计是用后朝

的老画造前朝的假。比如有将明代前期院本、浙派画家的

无款作品添款，假托为南宋李唐、马远等人的作品。因为明

代院本、浙派画家是学南宋院本的，山水画也经常用斧劈皴

技法绘就，虽是前后朝相距较远，但其艺术风格大体一致，

因而往往能蒙骗人。清顾复《平生壮观》有此记载：“先君云

文进（边景昭）、廷振（吕纪）、以善（林良）翎毛花卉，宋人余

教未衰……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

易之，好事家所见之翎毛花卉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

对有疑问的古字画，博物馆也一般不会将其毁掉。因

此，我们在博物馆观赏古字画时，也不妨留心一下，有些展

品可能就是“老假”。笔者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馆一个小型交

流场合，向其负责人提了一个问题：“我看到一些藏品旁的

标签上标注了‘传’字，是否研究者认为这件藏品有疑问或

就是赝品？”其时，那里正在举办“明四家”之一的文征明作

品特展，不少文征明作品旁的标签，就注有“传”字。这位负

责人委婉地回答说，首先，他们并没有论定其就是赝品；其

次，无论是否有疑问，这些藏品都有传承，特别标注“传”字，

也是提醒观众注意。并表示无论最终研究结论如何，都不

能将其随意处置。

造假行为令人不齿，应该严厉打击。不过，对藏家而

言，古字画造假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对藏家自身提出了更高

的识假辨伪要求；另一方面，正因为古字画中有赝品混杂，

也给人们在辨伪存真的过程中增添了些许乐趣。

收藏者说

古字画收藏
当提高辨假能力

□ 陈米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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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画家中画牡丹者多，可真正能淋漓尽

致地传达出那种高贵和典雅的却很少。北京故

宫博物院收藏有 4 幅牡丹画，分别是元代王渊的

《牡丹图卷》、明代陈淳和徐渭的《牡丹图轴》、清

代赵之谦的《牡丹图轴》（如图）。

牡丹花色多，据说有九大花色，各色又有深

浅、淡浓之分。工笔因拘谨往往难以传达其奔

放；泼墨又因无拘束而难以表现其精细。所以，

许多画家用既定的程式和笔法，描摹牡丹形易，

达 到 传 神 却 难 。 特 别 是 调 色 ，稍 不 注 意 便 媚

俗。赵之谦的这幅《牡丹图轴》，不仅表现出牡

丹优雅不俗的特点，还凸显作者孜孜以求的艺

术探索精神。

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清代著

名书画篆刻家。其绘画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

为清末写意花卉的代表性画家之一，与任伯年、

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对后世影响深远。

该 画 为 纸 本 设 色 ，高 174.5 厘 米 ，横 90.5 厘

米。线条粗放古朴，设色典雅明丽，格局博大，

为赵之谦典型风格的代表作。在布局上，牡丹

有直冲云霄之势，略微倾斜，枝繁叶茂，花团锦

簇，上密下疏，对比强烈。

画中怒放的牡丹，花型硕大，姿态丰满，花瓣

洁净柔和，层次分明。花旁湖石相衬托，草色深

沉，表明牡丹的生长环境。赵之谦敷色擅用红、

黑、绿等重色，喜在对比中求协调，使画面浓丽热

烈。画中牡丹既有血红、淡紫的，又有粉白、雪

白、金黄的，花色丰富，色彩鲜明，雅俗共赏。

在画技上，此作也彰显赵之谦长于分析综

合、贯通创新的风格特点，即把恽南田的没骨画

法与“扬州八怪”的写意画法相结合，并参以勾线

填色之法，同时汲取李复堂小写意的手法，以恽

南田设色出之，将清代各花鸟画流派风格统一在

凝重沉厚的笔法中，从而创造出新的画风。

赵之谦的绘画还融合金石篆刻技法，笔势

流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湖石勾勒圆润，有

宽 博 淳 厚 之 趣 ；石 上 点 苔 富 有 金 石 意 味 ，粗 放

厚 重 ，妙 趣 横 生 。 画 枝 用“ 截 枝 法 ”和 草 书 笔

法 ，落 笔 圆 浑 滋 厚 。 画 上 行 书 落 款 笔 力 遒 劲 ，

金 石 韵 味 浓 ，体 现 了 赵 之 谦 诗 、书 、画 、印 有 机

结 合 的 特 点 。 潘 天 寿 在《中 国 绘 画 史》中 评 价

道 ：“ 会 稽 贾 叔 赵 之 谦 ，以 金 石 书 画 之 趣 作 花

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

赵之谦自幼读书习字，博闻强识，44 岁时任

《江西通志》总编撰，后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

卒于任上。观其一生，就像这画中牡丹，生长环

境恶劣，蜿蜒曲折，最终开花吐叶，绽放风采。牡

丹兼具梅之骨、兰之幽、竹之刚和菊之傲，与儒家

所提倡的持重、刚正、温润、谦和、包容不谋而合，

也与传统文化中的中正、和合等品质追求相一

致。赵之谦画牡丹，或许也希望自己能活成一株

牡丹。

典雅明丽 格局博大
——赵之谦《牡丹图轴》赏析

□ 秦延安

小楷 《文征明·南华经》（局部）

李 超临

行书 《刘熙载·艺概书概（节录）》

释文：座位帖，学者苟得其意,则自运而

辄与之合,故评家谓之方便法门。然必

胸中具旁礴之气,腕间赡真实之力,乃
可语庶乎之诣。田永红书

草书《王铎·望白雁潭作》

释文：不近严州地，稌秔老石

田 。 狂 情 耗 旅 寝 ，病 骨 惧 秋

烟 。 樵 唱 深 崖 里 ，天 低 去 雁

边 。 古 潭 无 定 景 ，姑 息 为 渊

玄。荆岫杨老词坛正。望白雁

潭作。张相文临 行书《王文治·快雨堂题跋》（局部） 侯少楠书

篆书《吴均·春咏》释文：春从

何处来，拂水复惊梅。云障青琐闼，

风吹承露台。美人隔千里，罗帏闭

不开。无由得共语，空对相思杯。

梁路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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