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苏富比回应" 新闻播发
后，纽约苏富比高级董事、资深专
家、中国古代书画部主管张荣德表
示，由他经手的《功甫帖》是真品。
他称苏富比将针对上博研究报告
做出回应，解释鉴定理由。苏富比
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向媒体表
示，苏富比这件拍品，见之于张珩
《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
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赞扬其“神
采飞扬”，为“上品”。

! !#崇源$季崇建表示" 上海
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
季崇建在微博上认为，有关《功甫
帖》之争，看来是要闹一阵的。“本
人以为：此帖确是存疑，但即便钩
摹亦一古字迹，总非新仿。上博三
贤论帖有道，然书圣王羲之存世
之作亦多钩摹之本，不亦视其如
真迹一般。钩摹有优劣之分，时期
之分，由此可见价值。民间收藏重
在精神，藏家自云钱多为上，尔等
再作点评，或为多此一举。”“一
方斥巨资，落得一个难受，即便可
退，也不会是一朝一夕之便；一方
下足功夫，也没少得罪人。可谓都
受伤，或外伤或内伤。”

! !%天问&季涛表示" 北京天
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季涛在
《苏东坡的〈功甫帖〉真伪之争将如
何了结》里评论道，“首先应该期待
上海博物馆的三位专家尽快拿出有
说服力的研究报告；此外，既然这民
间收藏品已经惊动了文博专家，那
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让国家文物
鉴定委员会的各位古代书画专家一
起会诊辨真伪；也期待苏富比公司
邀请国际上的鉴定专家发表见解；
国内古代书画收藏家、民间的鉴定
家、拍卖企业的古代书画专家们也
应该充分发表意见。也许最终各自
之间还会有分歧，而众所周知，中国
古代书画鉴定从来就没有百分之百
的事情，但通过这样全面的会诊式
鉴定和争论，可以向国人、向全世界
普及一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艺
术鉴赏知识，则大有裨益，其所得可
能会远远超过辨明这幅作品真伪问
题的本身！”
《新华日报》记者!“王宏伟不

唱歌”在微博上表示，“我倒觉得刘
益谦应该谢谢上博，若伪，避免大
错；若真，平添一段传奇。”季涛赞
成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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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历时
三年、深入九城、寻访百国，大型
高清纪录片《下南洋》目前正在央
视纪录片频道热播。
相较于“东南亚”，“南洋”这

个名字总是带着更多的情感记忆
和历史背景。曾几何时，中国人远
离故土，漂洋南下，在原始莽林，

如何建立家园，度过重重艰难困
苦？不同的殖民统治下，华人的命
运几起几落，血泪与苦难交织过
后，理智良性的社会体系是否建
立？他们的身上，是哪些力量支撑
着族群文化生生不息？纪录片《下
南洋》正在用影像回答这一连串
的疑问。

纪录片!下南洋"回归朴素历史

! ! ! !本报讯 （记者 朱光）“中国首
部电视节目衍生互动喜剧”《百里挑
一》明年 "月 "#日即将上演于共舞
台 $%聚场。开创先河的“互动喜
剧”，将如何“互动”？剧组上午向本
报独家透露了其在剧场搭载新媒体
的独特观剧方式。这一方式，在海内
外都属首创。

剧场版《百里挑一》的剧情框架
纳入了电视栏目的元素，其中有若
干环节需要观众来决定剧情走向。
与此同时，剧组也试图让现场观众
把剧场当作相亲的场合。那么，这两

大互动功能，就需要网络手段才能
得以实现。因此，该剧的“创制”更像
是设计网络游戏———谋划剧情的同
时，依此设计软件程序。所以，观众
将有全新的体验。当然，首先要带上
智能手机入场，&'( 和安卓系统的
皆可。进入剧场时，先接入)&*&，可
用 ++或者微博登录 $%剧场 ,--。
接着，单身的观众，在登录界面时可
以选择“单身”键，随后现场自拍上
传照片到 ,--里的“单身交友照片
墙”———接下去，就看缘分了，可以
仅在网上互动，也可以在 . 月 ./

日，凭票根在二楼半咖啡厅享受一
次交友派对。该功能仅对选择“单
身”键的观众开放，非单身的观众不
能参与。

为使得观众投入剧情，演出开
始后，)&*&和 ,--功能会关闭。何
时开机、进入互动，要等剧中主持人
的提示。现场会通过 ,--抽选一位
单身观众加入现场“百里挑一”真
人秀。在临近剧终时，还可以由观
众现场决定女主角到底跟哪一位
追求者走。投票结果，会通过大屏幕
现场显示。

剧场联手新媒体 “互动喜剧”能“相亲”

下载!""参与剧场版!百里挑一"

! ! ! !本报讯（记者 朱全弟）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义捐活动
昨天在上海举行。气功书法家陆
国柱、立体书法家曹诚、双笔王顾
浩君等 .0位各有绝招艺术奇人参

加义捐，当场挥毫泼墨展示才艺。
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关工委”教育
发展中心副秘书长黄殿龙在义捐
现场表示，义捐拍卖所得款项将用
于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事业。

#关爱留守流动儿童$艺人义捐

苏轼《功甫帖》真赝引各方争议
截至今天中午，“翁方纲题跋”冒出新证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 ! !本报讯 除了《功甫帖》九字的存疑
外，各方对题跋、印章的考据，也是鉴别
这件拍品的重要论据。其中，研讨此帖
真伪，恐怕绕不过对翁方纲题跋真伪的
判断，而争议双方对翁方纲题跋的看法
也是相反的。今天上午，就在本报截稿
之前，艺术品经纪人诸文进向本报透
露了他的新发现。

他的依据是 1001 年 2 月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翁方纲题跋手
札集录》（清代翁方纲撰，沈津辑），内
收翁跋《功甫帖》全文，该书非影印出
版。诸文进以雠校之法将《集录》所收
跋文与目前问世之帖上翁跋两相对
照，发现两篇跋文在文句，字数等多方
面出入大矣。

有几处较大的差异（部分）：比如，
《集录》中“近日厉鹗《宋诗纪事·小传》
云”，苏富比拍品中是“近日历樊榭《宋诗
纪事》小传云”；《集录》中“乾隆庚戌秋八
月”，苏富比拍品中是“时乾隆五十五年
（.3/0）秋九月十有二日”。（如图对比）

诸文进提出，《集录》所收翁跋《功甫帖》来源
毋庸置疑，乃录自翁氏门人叶志诜所刻《复初斋文
集》石印本第 1/卷第 4页，集录者得自中国“台湾
中央图书馆”所藏《复初斋文集》手稿本。诸文进声
明，无意于贸然得出真伪结论，但翁跋出自今帖与
《集录》中，异同出入太大，值得讨论。虽然文字录
自《集录》，原始文字未见，误处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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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本报以整版报道了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
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质疑苏富比拍品《功甫
帖》一事，这场持续至今的争议席卷了整个书画界，各路声
音沸沸扬扬，大大提高了普通读者对中国古代书画的研究
兴趣。收藏家刘益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社会各界对
《功甫帖》的争议和关注都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各方专家在各路媒体上发表了观点和看法，本报略做
辑录，供关心此事的读者们参考。

!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中翁方纲题跋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 ! !前日，刘益谦在《我的声明》表明了立场，“最后，关于《功甫帖》真伪的
问题，还有待苏富比方面组织的专家论证，并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意见得出
结论。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
季涛的文章里还提到，他从上海朋友听得传闻，刘益谦太太王薇会赴

京拜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希望他能给主持公道。

藏品人刘益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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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 ! !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的三位研究员在研究鉴

定中#提到了一件依据#即清代书画名家翁方纲

的题跋#并认为翁方纲书法存世较多#与这张拍

品上的翁氏书法差距甚远$

在刘益谦发布的!我的声明"中结尾写道#

%但是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

究方式确实也让我大开眼界的# 仅凭与拓本的

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 并且连翁方纲的

题跋也认为是伪作$ 如果说宋代的作品存在争

议是较为正常的话# 那么把翁方纲这样的晚近

人物的题款判为伪作# 应该是有极具说服力的

铁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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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苏富比秋拍图录中翁方纲题跋 乐梦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