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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 &

! ! ! !《功甫帖》事件将中国艺术品
的评估鉴定问题又一次推向舆论
的焦点，各路神仙、各显其能、各行
其道，针锋相对，让本来就对古代
书画收藏望而却步的藏家更加无
所适从。真伪问题一直是萦绕在中
国书画收藏和鉴赏领域的顽疾，市
场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帮派
体系，更加妖魔化了中国书画鉴定
的难度。
艺术品鉴定真的那么难么？

传统书画作伪特点
书画伪作可分为三种类型。
! 第一种类型的仿者掌握一

些绘画技术!具备一定的基本功

他们往往对名家作品进行机械
性模仿和凭空臆造，对原作者的思想
和内涵了解甚少，追求形式上的接
近，往往笔法单一、墨色干枯、整体生
硬呆板。这类模仿型仿品与原作相差
甚远，在鉴定中不存在任何悬念。

! 第二种类型的仿者以原作

为摹本!通过造影描制"廓填"原作

分离加色等方式!在形式上力求完

整保留原作的特点

此类仿品有一个共同特性，通
常用笔缓慢，侧锋为多，行笔滞涩，缺
乏气韵，灵气尽失。只是根据原作的
基本特点，以常规手法，加以描绘、勾
廓、皴擦、渲染、点苔等，这类拷贝型
仿作只得其形不得其意，在经验丰富
的鉴定者面前也没有太多疑惑。

! 第三种类型是名家高手"同

门师承的仿作

这些仿者不但具有高超的绘画
技能，亦了解原作的创作思想和理
念，如张大千仿石涛、齐良迟仿齐白
石等，这些仿作基本掌握了原作者
的各种作画技能和艺术理念，可算
是仿作中的精品。但是能够达到这
个级别的仿者可算凤毛麟角，这类
作品往往是书画鉴定中的难点。

传承有序的传统书画
中国书画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虽然庞大，但是并不杂乱。
在当代水墨概念尚未盛行之

前，中国书画教育一直严格奉行着
传承有序、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
原则。!"年代初，中国美术学院书
画系山水专业每年招收的学生不
超过 #"人，师生比例大约是 $%#。
先生们在传授书画技巧时，要求学
生牢记每一种笔法、线条、构图方
式的出处和来源。这种师傅带徒弟
式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具备了非
常扎实的中国传统书画的基本功，
对历代开山鼻祖，自成风格的大家
有着深刻的理解，而在此之上的笔
墨和艺术风格的变化也是万变不
离其宗，能够独树一帜，自成一体

的大家，至今大多已被著录造册，
为后人传承。
具备良好的传统书画基本功的

鉴定专家，因为反复临摹艺术大家
的作品，对其笔法特点了如指掌，在
鉴定时会自然地关注到画作的细
节。以海派画家程十发为例，程十发
的作品以线条变化丰富见长，但是
没有目睹过程十发现场作画或对其
了解不深的人，往往无从得知其成
画方式。程十发独特的转笔法作画，
顺逆结合，且以逆转笔为多，这样的
线条肌理表现饱满丰厚。一般的仿
者不知原委，仿作往往笔法单调、线
条呆板、只能追求大体形式，无法得
其精髓，在真正的鉴定家面前基本
是一眼看假的层面，事实上世面上
广为流传的伪作大多也只停留在这
一层面。

建立机构鉴定体系
书画鉴定的最主要难点不在于

技术而在于鉴定者的学识水准和自
律水平，任何专家都绝非万能，即便
是最优秀的专家也有他的局限性。

以往的书画鉴定依赖于个人，
往往真伪只在一念之间，在商业极
其发达的今天，对某一专家迷信般
的崇拜极可能导致腐朽。而现实中
并不具备鉴定能力，却佯装行事的
所谓“专家”也大行其道，且极其活
跃。在如此混乱的市场之下，急需一
种全新的鉴定模式和体系出现，从
而改变几乎令人不堪的现状。
独立的第三方机构鉴定体系将

是最值得推行的新型模式。
机构鉴定能够综合各类专长的

专家，形成一个专家资源库，因为对
每个专家的优势和专业比较了解，
所以在收到鉴定任务时往往可以很
快找到对口的专家。鉴定机构以机
构模式操作，建立自己的鉴定体系
和标准。而这种体系和标准在实践
中的应用，将是解决当今艺术品鉴
定领域杂乱万象的最好方式。
国家也非常重视文化艺术行业

的健康发展，不仅整改了文化部的
评估鉴定委员会，相关部门也于

&"'" 年委托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
院开展“第三方文化艺术品评估体
系”的课题研究工作。课题组创立的
()&)&的鉴定体系将鉴定工作流程
化、标准化、系统化。
国际上成熟的鉴定模式也往往

由机构组织专家，依循机构的鉴定
标准和鉴定体系，得出鉴定结论。例
如世界闻名的 *+,-,的鉴定体系，
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对
来自世界各地的 .万多件展品逐一
鉴定，并得到业界广泛认可，就是因
为鉴定团队囊括了来自不同背景和
知识结构各异的专家，可以取长补
短、相互借鉴，各专家严格遵循
*+,-,鉴定体系标准，不以个人意
见为转移。而作为非商业的机构
*+,-,也很好地杜绝了趋利现象，
使鉴定工作更加公正。
国际上其他的鉴定体系如美国

的 --- 和英国的 /012 都根据本
国艺术品的特点，制定了详细的鉴
定手册，定期对其旗下会员进行培
训和考核，不仅对专业知识和标准
化体系进行检验，对会员的道德水
准也同样有所要求。这些机构在长
期服务于商业性机构的活动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值得中国的鉴定机
构和专家们学习和借鉴。

艺术品鉴定真有那么难么？

! ! ! !近年来! 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免费开放制度以及

一系列私人美术馆的兴起!使得各大美术馆

展览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势头"在众多艺术

展览不断涌现的当下!如何更好地提升展览

质量!近期上海举行的#第八届 !!"艺术中

国年度艺术展览初评评选$现场推出的微论

坛上!艺术展览如何真正体现其互动性以及

文化辐射力!则成为了诸多策展人%美术馆

馆长关注的焦点"

冯博一（策展人）
原来的展览主要是集中在北上广或

者大型省会城市! 现在慢慢也向三线城

市%四线城市开始做!但现在的展览艺术

家还是趋向所谓的美术馆化!都愿意在美

术馆或者大型的机构举办展览" 原生的%

原来特别民间的展览越来越少"虽然各种

美术馆的展览活动越办越大!但是这种比

较原生的也是可以关注的层面!艺术家应

该要有自己的视觉艺术!展览也要有形态

也有动态"

刘迎九（上海外滩美术馆副馆长）
一个展览要考虑它终极的目的!如何

促进学术的研究% 促进艺术家的创作%促

进公共对展览的反应与它产生互动!这都

是要考虑的方面"

李峰（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
#$%&年全国的展览更多集中在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这些继承了既

往的现状!比较活跃中也有一定的问题!展

览还是要和所在地各个城市的文化发生关

系!与人%与城市的创造!地域文化有关联"

现在很多年轻人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传播!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术馆% 画廊的权利格

局! 未来的展览从理念的梳理% 概念的创

造%展览的实现%公众的传播%引起问题的

再讨论!这几个方面都可以往前推进"

鲁明军（批评家）
国内很多展览即便是说以西方为标

准!但大多的展览都不够西方基本的那个

标准!我们一直在跟着西方跑!除了艺术

语言% 艺术实践或者社会公共效应以外!

大家最头疼的就是展览主题怎么样再有创

造性!这实际是一个大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是整个展览的运作上! 现在屌丝策展人策

划一个展览非常困难! 因为现在好一点的

艺术家! 你想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基本上是

被一些画廊签约的! 他肯定不愿意参加其

他画廊的展览!这样展览的质量如何保证&

直接涉及到整个艺术系统怎么运作! 直接

涉及到一个展览的有效性'

杜曦云（策展人）
当下移动互联网的发达!中国逐渐开

始有了社区的理念! 其实人群越来越分

化!大家的兴奋点%关注力%包括认同%表

达方式!越来越分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大

家普遍达成共识会越来越难"

李旭（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展览要有创造性%形式感%完成度以

及影响力这四个标准"创造性指的是观念

的力量'形式感是这个展览给我们的感官

效应'完成度是实现的难度'而影响力更多

的是如何体现展览公共性的问题"

（谢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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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水墨热$的确改变了当前艺术生态

的格局!但是中国的艺术并不会因此变得

多好!因为它离市场机制和本土学术建构

依然十分遥远)

原来只关注当代艺术的画廊和经纪

人开始关注水墨了!这造成了一种(水墨

热$的假象!原来一部分运作当代艺术的

资本进入到了运作水墨的领域!同时也吸

引了新兴的外部资金介入" 就目前来看!

这些和收藏的关系不大!(新水墨$和当代

艺术运作手段如出一辙!只是闲钱需要找

到投资的对象!否则就意味着贬值" 在房

地产%固有能源投资倒退这一期间!艺术

品成了热钱的新宠!但是艺术品!尤其是

水墨作品!其投资收益模式完全和房产%

固有能源投资是两回事" 对于艺术!投资

是一个看上去很光鲜的词汇!而实际操作

只是倒画"

目前来看!(水墨热$的投资行为基本

等同于书画界的倒画模式!属于特殊的商

品消费"一个画商为了盈利往往会买一个

画家上百平方尺的作品甚至是全部垄断!

这样一来更为贴切的形容是*画家成了商

品的生产商!而画商是营销商) 在这种模

式之下!画商要求的是画家的产量!画家

需要迎合画商的市场需求!进行大量的重

复性绘画!而这样一来!衡量一个画家的

作品价格就自然形成了(按尺论价$!而非

针对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来判

定) 当然!对于大部分缺少艺术价值的商

品绘画+重复性绘画!也只能(按尺论价$!

因为一个画家成百上千的作品差距也许

是不大的"因此!应追问的是!这些作品究

竟有多少艺术价值&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

作品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购买! 还要去投

资&

迫于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艺术品成

为了热钱轮转需求的一环!我想!很多新

钱融入艺术市场!并不是因为这些投资者

真正认识了艺术的价值!而是他们需要投

资! 在其他投资领域已经投不动的前提

下!为了高额的回报效益!只能进入艺术

品市场" 但是!这些热钱一旦在预期没有

收到投资者期待的高额回报!相信很快就

会大量退出"

（乐梦融摘自《中国文化报》）

“水墨热”不会让
中国艺术变得多好

" 徐家玲

" 孔达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