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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天下午
!时许，龙美术馆再度向媒体群发邮
件，内附龙美术馆创办人、收藏家刘
益谦对从苏富比拍卖行购得的苏轼
《功甫帖》遭质疑一事发表的第二次公
开声明。

题为《我的困扰与求教》，自述发
文的原因是：“我觉得有必要就我目前
所面临的困扰求教于事件的挑起方上
海博物馆，期望尽快得到具体的答复，
同时也算是对媒体朋友和关心此事的
民众再一次表明我的心迹和立场。”

刘益谦写道，“从竞拍成功到成功
回归，其间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你们对
《功甫帖》的鉴定结论又是如此的简单
且毋庸置疑，或许作为一个民间收藏
家，上博这样一个学术权威机构对我没
有预先提醒和事后帮助的义务，但是你
们在挑起争议之后又不肯拿出详尽的
学术报告，对关注此事的广大民众和同
样从事文博事业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不
是过于草率从事了？”

刘益谦强调，自己的鉴定团队中，
他们中间既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
教授，也有曾经从事过文博行业的老
一辈专家顾问，还有在艺术市场上拼
搏多年的鉴赏好手。他和他的团队向
上博就双钩填墨、翁方纲的题跋等发
问，并“对此都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
期待上博学术团队传道授业解惑。”

刘益谦还提到，他创办的龙美术
馆在这次事件中也受到了“无端的牵
连”，并“请教”上博如何让龙美术馆顺
利度过信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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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国内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向本报
记者提供他发现的线索，他再次翻阅张葱
玉和徐邦达二位鉴定专家的鉴定意见，并
且考证了语境，发现其中很多问题值得推
敲：张徐二贤是否看到过原件？未必如苏
富比拍卖行说的那样板上钉钉。

张葱玉
《张葱玉日记·诗稿》（张珩著，上海书

画出版社，"#$$年 %月版）中，$&'#年 "月
'日的日记（第 (!#页）上面写道：“（韩）慎
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
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
札子影本，索值二万元。中间《功甫》、《章
侯茂异》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
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
为匹，则真属双璧矣。”
该人士认为，这段话反映出，张葱玉看

到这张帖时，") 岁 *张葱玉，(&('+$&)!
年,。而到了后期，张葱玉先生一生所见名
迹皆录于《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太简》
即米芾的《苏太简帖》，收录书中，然而与之
并美的《功甫帖》缺而不录。这是为什么呢？
可见张葱玉先生在最终辑录时，此件作品
值不值，心里有准，不敢贸然取舍。
其次，这位名为慎先的人，是否甘冒这

么大的风险，在战乱中从北京“寄”往上海
如此珍贵的字帖？同寄的里面不但有苏东
坡的帖，还有米元章的帖？值得怀疑。
再者，从《张葱玉日记·诗稿》的若干影

印照片可见，日记里没有句读。所以日记也
可以这么标注句读：“（韩）慎先北平诒书，
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
《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
索值二万元。”慎先的意思就是，《功甫帖》
等三帖加上二札子都邮寄来了影印本，供

张参考下，"万元可买。可买的对象绝非影
本，而是原件。日记里记录着 (&'(年 !月
('日张葱玉“以二千购东坡墨竹轴于友
庆”、(&'# 年 ( 月 ) 日他以 !-# 元购明代
周天球《云山》卷，可见当时书画价格。苏轼
的画只有 "###元，对 "万元开价已经高
了，所以没买，自然没有见到实物。

徐邦达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故

宫博物馆编，紫禁城出版社）中 !"'页提
到，“《书画鉴影》著录《苏米翰札》，计四帖，
东坡行书《刘锡勅》是明人伪笔，不录，《功
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米芾
二帖，一为《得书》，一为《恶札》，均真，见下
录。”
该人士认为，徐邦达先生在论述《功甫

帖》时，并未如鉴定其他几帖那样，明确指
明真伪，而是引用了翁方纲的原文以描述
其神采，这一细微的差别不容忽视。老先生
显然使用了“春秋笔法”表明其不能贸然决
断的态度，治学之严谨，结论之审慎，真值
得现在的收藏家学习。而未判真伪原因，极
有可能是未见实物。

且徐邦达先生记述《功甫帖》时，写了
“纸本，小页，尺寸失记”和“《功甫帖》，楷
书，一页，藏处不明”。

资深人士质疑“苏富比拍卖苏轼《功甫帖》认定依据”———

见过《功甫帖》实物吗张葱玉
徐邦达

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表示，苏富比拍卖的这件
拍品，曾见之于张珩《张葱玉日记·诗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
要录》，徐邦达赞扬其“神采飞扬”，为“上品”。

近日，这场有关苏轼《功甫帖》真伪的争论已然沸腾，国内
外的许多专家高度关注。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生我不
负淮剧情———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
筱文艳追思会”昨天下午在锦江小
礼堂举行。
在追思会上来自方方面面的专

家学者及业内人士追忆了筱文艳一
生对淮剧艺术的杰出贡献以及她平
易近人、提携晚辈往事，上海著名淮
剧演员梁伟平追忆往事时伤心落
泪，一度无法继续发言。筱文艳的离
开，意味着淮剧一个时代的结束，面
对淮剧在上海日渐边缘化的处境，
著名剧作家罗怀臻直言，上海的淮
剧界需要传承“筱文艳老师永远保
持着要和先进的城市文化同步行进
的这样一种艺术姿态，”“淮剧需要

再度返回都市、返回上海。”
昨天的追思会上，沪上戏剧界

的专家学者以及上海、江苏的淮剧
名角还有曾受到过筱文艳指点的淮
剧爱好者纷纷发言———

! 江苏淮剧名家陈德林深情

回忆了自己几次到上海淮剧团进修

的经历!他表示!现在的淮剧几乎没

有一个旦角不受筱派艺术的影响"没

有一个旦角不受筱派艺术的营养#

! 由筱文艳亲自从苏北引进

到上海的淮剧名角梁伟平在回忆往

事时忍不住伤心泪下! 最后匆匆结

束了自己的发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梁伟平表
示筱文艳老师的去世意味着淮剧一
个时代的结束，“接下来怎么办，淮
剧的路在何方。”梁伟平也坦言过去
十年自己经历了一个徘徊期，而现
在淮剧团的待遇好了，“日子好过

了，忧患意识却差了，人也松懈了。
拿不出东西来是我们最大的困惑。”
而当年以淮剧《金龙与蜉蝣》轰

动一时的著名剧作家罗怀臻表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淮
剧曾被上海边缘化，主要依靠“回娘
家”去苏北演出。今天，“淮剧是到了
要重返上海的时候了。一个剧团它
办在上海，不代表就是属于上海、就
和这个上海相融合的。”

淮剧“重返”上海是时候了
梁伟平流眼泪，罗怀臻敲警钟，筱文艳追思会昨举行

! ! ! !本报讯（记者 张艺 实习生 施
佳雯）明日，东方电影频道将迎来
(#年华诞，作为上海地面 "'小时
滚动播出影视剧以及影视资讯的专
业频道，东方电影频道首创“影视精
品社区行”，把最新的节目带给观

众。("月 !(日，美国好莱坞电影配
乐乐团还将来到上海体育馆，为上
海观众献上一场奥斯卡电影音乐
会，演奏 !#部经典电影的配乐。由
上海 .位老演员组成的合唱队，也
将现场演唱中国经典电影的配乐。

东方电影频道迎来10年华诞 “贺友直沈寂画说”新书首发
! ! !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通讯
员 柯昌礼）由著名连环画家贺友
直配图，著名作家沈寂撰文，著名
漫画家、本报美术编辑郑辛遥作封
面漫像的《哈哈镜———贺友直沈寂
画说百年上海滩》一书近日首发

式。&"岁的贺友直先生和 &/岁的
沈寂先生为新书发行揭幕。陈佩
秋、汪观清、熊月之、韩伍、郑辛遥、
谢春彦等作者好友及上海海派连
环画中心、上海人美等有关方面专
家好友均前来道贺。

!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苏轼行书《答
谢民师论文帖卷》("月 ")日起在上海博物
馆三楼书法馆亮相。虽说该展属于上海博
物馆半年轮换一次的常规展览之一，但由
于近日苏轼《功甫帖》真伪之争，《答谢民师
论文帖卷》的展出将格外受人关注。

《答谢民师论文帖卷》纵 "%厘米，横

&)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此卷为苏轼于元
符三年（$$//年）写给友人谢民师的一封
信，谈他对文学遣词达意的见解。现存墨迹
文章篇首部分遗失。明代书法家娄坚在卷
后跋云：“坡公书肉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
藏巧于拙，特为淳古”。这件书法展出，对于
《功甫帖》的鉴别提供了一个参考。

上海博物馆
展出苏轼行书

"

!苏轼行书%答谢民师论文帖卷&局部 " 苏轼行书%答谢民师论文帖卷&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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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
融）今天上午 $/时，由中
国书法家协会行书专业
委员会、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上海市青年书法家协
会联合主办的“张卫东师
生书法展”在上海图书馆
一楼大厅举行了开幕式。
本次展出展期三天，共张
卫东师生作品一百幅，同
时展出的还有张卫东为 %-

位学生作品的精彩点评手
稿，既为学书者评价书作，
为引导参展提供了具体
的参照个案，最大限度地
展示书法作品的教学应
用价值，又试图探究书法
的现代美学意义，让更多
的艺术爱好者从笔墨工
夫到超越技巧进而寻得

笔墨情趣，提高修养。这次展览书
体齐全，点评生动贴切，体现了当
今书法创作的主流方向。张卫东现
为上海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1作
品曾获文化部群星奖金奖，并 -

次在中国书协大赛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