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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鉴藏家还是书画家？
!"

! 凌利中

##$

艺术作品如何在机场生存
! 方振宁

! ! ! !我常常因为艺术工作的关系需要飞行，
那么机场就是我必须经过的要塞，而我喜欢
比较各国机场的设计，所以临时和半永久摆
放在机场的公共艺术和时尚设计自然就在我
的观察之内。通过考察我发现，由于机场的功

能就是交通枢纽，是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经过
的地方，所以安置和耸立在机场的艺术作品，
显然比一般的艺术品有着令人羡慕的浏览量，
但并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可以说这些作
品即滋润了环境又具有潜移默化了大众的审
美，只有那些吻合现代公共空间并构成对话关
系的作品，才能提高公共空间的品质。如果按
照这样的准则，那么安置在中国机场的一些艺
术作品大都缺少当代性，而是一些装饰品，有
的甚至让人尴尬。

这篇短文是我在深圳参加中国美协策展
委员会年会抽空写成的，主要来自我路过深
圳宝安机场的一次经历。我从北京飞往深圳，
下飞机之后人流自然向出口走去，快到出口
处突然有一组作品拦住了人群，这些作品大
多数都放在高高的台座上，出于我的专业习
惯，我比其他旅客在这组作品前多停留了一
会，目的是要了解一下，怎么会在这里突然出
现阻碍人流的作品？到底是一些什么作品？

原来这组作品是一个临时雕刻展览（图
一），既然是展览就需要有观众，但问题是，基
本上不会有人在这里停留，也就是没有人关
心作品是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匆匆奔向出
口，不会有顾客在不取行李之前欣赏这些作
品，而那些有人接机的旅客就更不可能。所以
我们可以看出，策划这一项目的人完全没有
考虑到欣赏这些作品的方式和客户。回过头
来让我们看看这是一些什么作品？如图所示，

在这么一个设计风格非常前卫的宝安机场，
放置这些谈不上任何美感，甚至是丑陋的雕
塑，不谈雕刻手法有多么落伍，至少不太雅
观。

我继续往出口走，看见一件巨大的象蚕

茧一样的作品（图二），艺术家周力通过镂空
的手法消解作品的体量，并通过不断变化的
光和观众的视线互动，从而留下美好的体验，
她让我快走到出口时再次回首，这或许就是
艺术的魅力？

! ! ! !主要活动于二十世纪上半叶，集创作、鉴
藏与研究三位一体的梅景书屋主人――吴湖
帆（!"#$!%#&"，初名燕翼）之成就，不仅于其
同辈中属佼佼者，其核心地位与巨大影响，更
如王时敏（%'#(!%&))）于清初画坛之情形。研
究吴氏其人及其一生之鉴藏活动，对于链接、
夯实二十世纪上半叶古书画流传聚散史实细
节，理解、厘清百年间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演
变脉络，其特殊价值不言而喻。本文以及即将
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从
吴湖帆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公私鉴藏、吴氏本
人的鉴藏活动以及其画学审美思想与当今书
画鉴定学科的关系等三方面试作梳理与探讨。

" 二十世纪上半叶之际的大规模文物
聚散，是当今海内外各大公私收藏机构格局
定型前的最后一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海
上吴湖帆为代表的古书画鉴定家，恰逢其时
地见证并经历了这个历史性的聚散整合，所
达到的卓越鉴赏水平更与这个特殊时代密不
可分。

需指出的是，自上海通商开埠成为江南
商业文化中心后，大批鉴藏家云集沪上，形成
了以张珩、庞莱臣、吴湖帆、蒋祖诒等为核心
的藏家群体，其规模足与京城对峙，为当时书
画聚散重镇，“近日佳书画颇聚沪滨，亦时局
使然”。吴湖帆于民国十三年（%#*$）自苏居
沪，凭借其非凡的书画创作成就及出众的鉴

赏眼光，俨然成为沪上书画圈中最具影响力
的核心人物。而大量流转沪渎之古书画，多经
吴氏寓目赏鉴，其中包括上述诸内府旧藏。其
中诸多内府散佚瑰宝，后多经香港流向海外，
成为现今欧美、日本等公私机构的重要馆藏。
这部分书画有的并无吴氏题跋或钤印，然经
其寓目之史实，皆确凿可据。

对于藏品真伪，吴氏皆作笔记，撰有《目
击编》等，其中对所见两卷黄公望《富春山居
图》的真伪，当时已甚为明确，记道：“乾隆有
数十题之多，实非真迹也”、“乃明人摹本，而
御题反以为真，黑白颠倒，不胜可惜。”一九三
七年再次审查之际，吴氏出于工作需要，秉持
“公正”原则，力排众议，“量才使用”，果断舍
“弟子”王季迁而荐“年少气勇，虽乏经验，当
能实做”之“小友”――徐邦达为助理，检选期
间所撰“审查稿”，徐氏曾借去“细阅”。可见吴
湖帆于当时获观古书画之丰富以及其于鉴定
界的核心地位。

" 历史之发展起伏总有某种相似性，犹
如清初王时敏，吴湖帆家族亦是集官宦、文艺
于一身。良好之门第，使吴湖帆与王烟客一
样，自幼得以进入当时的主流文化精英圈，从
艺伊始即受正统文人画学思想之影响（如吴
大澂、戴熙、顾麟士、陆恢等）；优渥之家境，也
为其提供了直面古人原迹的机会（吴大澂、潘
祖荫、沈树镛、顾文彬所藏）；而其与生具来的

末世贵族气质，如同烟客，亦始终贯穿与影响
了其一生的鉴藏与创作之审美追求。这些他
人无法企及的优势，成就了吴湖帆于二十世
纪上半叶画坛上的地位，影响几可与王时敏
相媲。

与清初江南鉴藏与书画创作中心的王时
敏“西园”相似，“梅景书屋”于二十世纪上半
叶之地位亦然。这里，不仅是当时古书画聚散
鉴藏的重要场所、有着极为丰富的私家收藏，
更是最为正统的文人画学之代表。可以说，传
世所见于古书画上题跋鉴赏最多的近代鉴藏
家，当属吴湖帆。据笔者不完全整理，即获六
百余件。梳理以吴氏为代表的私家鉴藏活动，
对于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之书画鉴藏史无疑
也是十分必要的。

" 二十世纪上半叶，穿梭往来于上海的
古代书画文物，几乎囊括了现今海内外各大
公私主要藏品，尤其是三十年代故宫书画南
迁寄存沪隅之际，更是达到空前，是中国书画
鉴藏史上的重要篇章。而期间发生的鉴藏活
动及其研究成果，同样是中国画学史上的重
要组成，以吴湖帆、张珩为核心的两位古书画
鉴定家，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高度与成就。

对于书画真伪的判断，吴湖帆显得十分
自信。从“故宫旧藏真伪杂陈”之声明，至不盲
从古代鉴定家或著录的态度――“虽有棠村
（梁清标）印无用也”、“一般人购画处处以著

录为据者，真有盲人瞎马之诮也。”从认为冯
超然“鉴别尚不差，而对于董香光书画完全背
道不识”等对同时代友人鉴定水准的直言不
讳，乃至与祖父吴大澂的鉴定观点时有相左
等，都显示出其于学术上不囿前说、独立不阿
之个性，与其性格之儒雅与随和反差较大。

需指出的是，吴氏自信但不固执，其不断
钻研且时能自我否定之精神始终贯穿于其一
生的鉴藏活动中。比如张珩曾携示其藏无款
《双钩竹》轴（现美国私家藏）一件，当时吴氏
视作管道昇画，一年后经重考，判断出自明初
善画钩勒竹的金华画家王药之手；另如本展
吴湖帆一九三八年题《元人三段》卷中提到的
赵孟頫作品，“山水惟故宫《重江叠嶂》卷及
《双松平远》卷而已，如《鹊华秋色图》卷，犹在
存疑中”，但吴氏对其中的《鹊华秋色图》所持
观点于一九六零前已有改变，称该作为“中年
杰构”（见题倪瓒《行书题跋水村竹居》卷；本
展），足证其崇尚真理的客观精神。

尽管吴湖帆没有张珩《木雁斋书画记》、
《怎样鉴定书画》等较为系统的专著传世，但
事实表明，从吴氏《目击录》《烛奸录》《书画析
疑》（本展）等笔记、散见于包括《日记》在内的
各种手稿，以及大量吴氏古书画题跋等资料，
不难发现，吴氏对每一件经手或少数据照片
寓目的古书画大都有独立文字鉴定意见。

" 在吴湖帆眼中，作为真正的书画鉴定
高手，需具备两点：一是画派要正，二是目光
不偏。而两者兼备的，吴氏当时惟属意于张
珩、沈剑知二人。从吴氏本人的画学实践追求
主线（如一生推崇董其昌、赵孟頫等），以普通
物换巨迹之鉴藏理念（比如将两件王翚画作
抵换本展中的倪瓒《汀树遥岑图》轴），以及对
石涛、髡残、金陵画派与宫廷画家之微词（如
“若徐扬、金廷标辈真不值一观，何论艺术
哉”）等，足见其崇尚正统文人画的画学审美
追求在其艺术生涯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以及
在传统画学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转捩中的奠
基意义。这对现今的鉴藏与创作而言，无疑仍
具十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本文节选自"近现代书画鉴定学科的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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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大师吴湖帆之鉴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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