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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古代书画的鉴定一直以来都给人
雾里看花之感，要么觉得这是一门“玄
学”，把鉴定书画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敬而远之；要么将书画鉴定视为一
项大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人人都可以
在书画前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并以指
摘某张作品是如此低劣、如此“一眼假”
为快。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吴湖帆书
画鉴藏特展，就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让大家在欣赏吴氏梅景书屋收藏历代
书画真迹的同时还能体会吴湖帆独到鉴
定的独到眼光与科学方法。
首先，古代书画鉴定的难点

在于缺乏“标准器”，各个作家的
风格，以及作家本人的早中晚风
格有异，这都为鉴定带来了难度。
吴湖帆的鉴定就着重在标准器的
选择和认定上下功夫。所谓“标准
器”顾名思义是作家的代表作，是
能够反映作家典型风格的作品。
同时，“标准器”应该还有第二个
含义即能够说明作家某一时期
（尤其是早年）不为人们熟知风格
的作品。前者应该是作家“格内”
或曰“本色”的作品，后者的含义
可以称作“格外”或曰“不作平日
本色”的作品。吴湖帆的收藏鉴定
或题到的“标准器”就有这样两层
意义。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沈周
《西山纪游图》。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画的
时候就注意到画前吴氏题跋，指出了沈
氏早年画的风格可以在《庐山高》上找
到，晚年的典型风格就是这张《西山纪
游图》。徐邦达先生曾经提到古代绘画
鉴定中“两田”（石田、南田）最难。原因
可能就是这些画家的假画都是当时人
作的伪，今人很难分辨。明人笔记中就
有石田画“朝一而暮百”的说法。石田翁
晚年的绘画风格就能从这张《西山纪游
图》得到鉴定灵感。此外吴湖帆收藏的唐
伯虎《葑田行犊图》与《骑驴归思图》都是
唐伯虎的代表作，对于鉴定唐氏绘画同
样具有“标准器”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吴
氏收藏吴伟《铁笛图》，吴氏自题“天下第
一吴小仙画”，这个“第一”除了艺术水平
最为高超，还能证明吴伟在早年曾经有
这样一路学习北宋李公麟白描的作品传
世，不类其后来的粗率霸悍之风格。
其次，吴氏的鉴定十分重视绘画史

的作用。这主要是集中在宋元等高古绘
画的鉴定上。因为宋元绘画之罕见很难
在众多作品中发现或曰“归纳”出“标准

器”，所以宋元书画的鉴定就和明清书
画的鉴定方法各有侧重，前者更加需要
绘画史的辅助。在元代唐棣《雪港捕鱼
图》与元代张中《芙蓉鸳鸯图》的诗堂
上，吴氏分别就元代山水画的发展脉络
以及花鸟画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在
书画鉴定中运用绘画史的辅助功能，又
为绘画史增加了一条很好的注脚。唐棣
与张中在元代画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
他们的画风也略显陌生，如何科学地鉴
定这类画家的画作，吴湖帆就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示范。另外，被历代均
认为是唐代虞世南的《两体千字
文》也在吴湖帆那里找到了正确
答案。在此卷书法的题跋里吴湖
帆引用了明代韩逢禧的话，指出
了宋高宗赵构有将古代法书进行
临写，并以古代书法的名义赏赐
给大臣的作法。吴湖帆指出，此卷
《两体千字文》就是这样的例子。

第三，吴湖帆十分注重绘画
上的细节，也就是所谓的“辅助依
据”对鉴定的作用。据说吴氏鉴定
从来不看半尺就下结论，也不会
在看了之后马上下结论而是仔细
研究推敲后才发表看法。书画鉴
定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至
少涉及到书法史、绘画史、印学
史、社会制度史、建筑史、工艺美

术史、文学史等诸多方面，岂是一望便
知真假的“戏法”。比如，吴氏从不掩饰
自己对于清代恽寿平（!"#$%!"&'）绘
画的热爱，在恽寿平《花卉册》后曾跋
“余最爱南田花卉”云云，字里行间充满
对恽氏的推崇。在此册中有一方“寿平”
朱文印，吴湖帆在裱边上进行考订，写
到“乙丑以后此寿平朱文印平字下直弯
处已断，如是甲子以前平尚完整”。由此
考订出恽氏此册出于 ($岁前。另一个
例子是沈周（)*+,-!(.&）《乔木慈乌》，
并未署年款，吴湖帆通过他收藏的另一
张有年款的沈周《苔石图》的题款考订
出两图书法相近，当是同一时期所作。
这样，不单单知道了书画的真假，还知
道了作家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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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盛开之日
叶兆言

! ! ! !女儿好不容易去大学当
老师，这年头，新人新办法，在
大学里混，要评个副教授，比
混博导还难。各项规定，条条
和框框，铁板钉钉，不能一丝

一毫含糊。必须国外大学进修一年，于是选择
了日本。都说那里樱花最好看，女儿早就说
好，到日子一定安排老爹老妈去观赏。
小日本讲究，各个城市樱花开放的最好

节点，都有详细说明。我这人过日子糊涂，能
马虎则马虎，此次专程去看樱花，所以特别认
真。几年前到过东京，导游一个劲地说樱花如
何，说得心动，当时便许下愿，选个盛开的时
候，再次造访。

一定要把日子选好，不为别的，为了好好
地看樱花。因为认真，自己也觉得好笑。不就是
看个樱花吗，有什么必要那么当回事。自家门
前也有几棵樱花，看花蕾，已做好绽放准备，便
在电话里跟女儿唠叨，讨论花期会不会提前，

毕竟离预定日子还有二十天。女儿也有些担
心，她所在的东京大学一株樱花已经盛开。
惜春长怕花开早，我们的担心挟着几分

自私。东京大学的藤井先生研究中国现当代
文学，是著名的汉学家，他安慰女儿，说樱花
花期很短，可是在日本有太多，树多品种多，
次序开放，意味着会有一个相对长的周期。要
坚决相信数据，日本人的记录绝不敷衍了事。
以东京为例，今年开花预测日是 $月 /!日，
盛开预测日为 $月 /&日，去年实际开花日是
/$日，再前一年实际开花日是 /(日。我们预
定 /$日到达，待半个月，耽误不了。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凡事

不能太当真，太有心就不对了，太过分执着就

可能是问题。父亲生前常说，无心无意最好，
不知不觉才是最高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乐趣在于不经意的偶
遇，做人如此，赏花也如此。譬如人之身体，平
时无病无灾，突然意识某部位的存在，你开始
感觉它了，很可能是出了故障。

其实根本不太在乎什么花期，“何夜无
月，何处无竹柏”，只要有心，哪里都能欣赏，
看樱花的地方太多，在哪都是看，“岂必太牢
然后为礼哉”。樱花据说产自中国，发扬光大
毫无疑问在日本。当年黄侃先生赋诗咏樱花，
开头两句“春风被广堤，复值蛮花开”，结尾则
是“故宇多芳华，何必栖蓬莱”。
说来说去，还是思念负芨游学的女儿。如

果不是她在日本，也犯不着千里迢迢。自出生
以来，为进好学校，为做好学生，女儿总是在辛
苦读书。此次去日本，一切都由她安排。女儿大
了，我们也老了。机会难得，既然是机会，那就
顺乎天意，让女儿带着我们，好好看看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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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是我国近代中医
医学的中心。清末民初，上
海出现了名医荟萃、流派
纷华、学术争鸣、中西汇
通的繁荣景象。“中医史，
元之前看北方，元之后看
江南，近代看上海。”学界
的这一评价，足以说
明近代上海在我国
中医史上的地位。

早在元明清时
期，伴随着上海地区
农业、贸易和工商业
的发展，就出现过大
批医家。著名的有青
浦何氏世医、龙华张
氏世医、江湾徐氏世
医和蔡氏世医、浦东
顾氏世医等。据资料
记载，上海本土传承
三代以上的中医各
科流派不下数十家。
上海开埠后，随着城市建
设的快速发展，加之租界
的特殊政治地位，上海成
为移民城市。全国各地的
医家纷纷移居上海发展，
如江苏孟河的费氏、巢氏、
丁氏三大家，新安的王仲
奇，川中的祝味菊，江阴的
曹颖甫，宁波的吴涵秋，以
及无锡石氏、山东魏氏、河
北王氏等。在当时西方医
学冲击，疾病谱不断变化的
情况下，外来与本土的医家
包容进取、承古融今、勇于
创新，使上海出现了我国
近代第一个中医药团体、
第一张中医药报纸、第一
所中医学校、第一部中医
大辞典和中药大辞典等许
多中医史上的第一，引领
了当时中医发展的潮流。
近代上海中医教育鼎

盛。自 !&.*年李平书、张
竹君等开办上海第一所中
医学校!女子中西医学堂
始到解放前，上海开办的
各类中医教育机构 *. 多
家，是近代中国开办中医
教育持续时间最长、规模
最大、办学形式最广、培养
人才最多的。著名的有
!&!0 年由丁甘仁创办的
上海中医学院，)&/,年由

秦伯未创办的上海中国医
学院，)&$(年由朱南山创
办的新中国医学院等。据
不完全统计，这些中医教
育机构共培养各类中医药
人才 (...余人，为上海乃
至全国输送了可贵的中医

力量。
面对西方医学

的重大冲击，以及执
政当局压制中医中
药的政策，上海中医
界为了保护和巩固
中医的地位，纷纷成
立中医药团体。创办
于 )&.$年的上海医
会是我国近代第一
个中医团体。上世纪
/.至 $.年代，上海
各类中医药团体数
十个，其中总部设
在上海的全国性中

医药团体如中华医药联
合会、神州医药总会、中国
医学会等就有 0个。另外，
“壶春”“鸣社”“鹤社”“济
社”“经社”等以“研究中医
学术，联络同门情谊”为宗
旨的中医私人团体也在沪
成立。这些团体在近代我
国中医争取权利的多次抗
争中，发挥了组织领导和
中流砥柱的作用。)&/&年
国民政府出台“废止中医
案”，上海中医界团结全国
/*.多个中医团体
集会上海，掀起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
废止风潮，迫使政
府让步。抗战爆发
后，上海中医药界迅速成
立抗日救亡团体，尽国民
天职、医师本能，救亡图
存。
我国新型中医医疗机

构也发端于上海。)&.*年
创办的上海医院是近代中
国最早的中医院。)&."年
宁波同乡会创办的四明医
院一直延续至今，是今曙
光医院的前身。民国时期，
上海先后出现近 (. 家中
医院。这些医院多为沪上
名医发起或出资创办，其
中既有综合性医院，也有

专科医院。许多医院如广
益中医院、华隆中医院、谦
益伤科医院等施诊与慈善
并重，施医给药、救护伤
残，对特别贫困的病人，住
院实行免费，深受广大市
民的欢迎。
上海也是我国近代中

医药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发
行中心。为了交流学术经
验，吸取西方医药的有益
成分，普及医药知识，中医
界人士创办中医药报刊，
出版各类中医药书籍。我
国第一张中医报纸《医学

报》诞生在上海。民
国时期上海出版的
与中医药有关的报
刊近 ),.种。商务
印书馆、世界书局、

中华书局等上海著名书局
出版了大量中医书籍，仅
千顷堂一家书局就先后出
版中医书籍 ), 类 (.. 余
种。这些报刊书籍发行全
国，远销欧美和东南亚，提
升了上海中医的名望，扩
大了中华医药的影响力。
近代上海在中成药制

作和销售方面也处全国领
先地位。上世纪 $.年代，
全市有新亚、信宜等大型
民族药厂 ".多家，医疗器
械厂 /. 多家，中药店铺
,..多家，药材批发商 "..

多家，参店 ).. 多家，有
“沪市药铺林立”之说。蔡
同德堂、胡庆余堂、童涵春
堂、雷允上药业等中药老
字号在上海百年不衰，经
营至今。
今天，中医药正处在

重要的发展转型期。传承
弘扬老上海中医适应时
代、包容进取、勇于创新、
自我发展的精神，对于提
升中医学术水平，提高中
医临床诊疗能力，促进中
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进
程不无意义。

感赋风华父辈 !念奴娇"

林 青

&&&参加 !"#$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迎新年会

! ! ! !刘居取静!勇谋谱!存录峥年嵘月"城脉霓虹!悄

对语!往昔夜长地火"如海红旗!师迎华野!声辨电波

血" 风华父辈!溯前甲子马勒"

口述馨墨留播!亮节远志!自律先贤课" 黎众江

山!方本色!须配松格梅魄" 凝力石沙!后人新八地!

谊连情切" 萌芽春又!新枝文苑娇萼"

注释' /.)"年 /月 $日，笔者参加了 /.)"年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迎新年会，与会
者中有 *.余名“新八地（系指新四军、八路军、地下
党）后代联谊会”成员。其中有：原上海市委文教书记
石西民的女儿石晓华，她是知名电影导演、“新八地”
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女儿沙
尚之；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原上海市政协副主
席张承宗的外孙沈小平；当年，张承宗的胞弟张困斋
负责市委秘密电台工作，在上海解放前夕，张困斋与
报务员秦鸿钧、李白等人被捕英勇牺牲。
聚会中，笔者欣逢在 /.世纪 (.至 ".年代，父

辈们共同在共青团上海市委工作的干部的后代，他
们是：蒋中亮，其父亲蒋文焕是原团市委副书记、原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庆，其母亲蔡怡曾是团市
委首任少年部长；笔者的父亲林铭纲是原团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原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丛刊社副主
编。笔者还遇到从前的老领导、萌芽杂志社副主编桂
未明，她的父亲杜宣是原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上
海对外友协副会长，也是地下党员、新四军老战士。
这次会上，每人获赠一册新书《地下珍档》（静安

口述历史丛书·四），上海市静安区文史馆编、孔同主
持采写。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设于刘
长胜故居纪念馆。位于陕西南路的马勒公寓建筑是
原共青团上海市委所在地。

一日晴雪一日古今
田学森

&&&微语记

! ! ! !清晨写生，大画六米
六长，两米二高，已画一年
有余，尚未完成。此地群峰
环绕，绝壁屏立天地，环抱
空寂山谷。先饮杯热茶，远
观画面，连山。适逢阴天，
光线稳定，山林寂静，恰如
东坡词1也无风雨也无晴。

初春之山上，冻得脚
冰，忽然飘起点点雪，无碍
作画。减些画中近景，覆盖
树木，笔简意壮，山之形势
气象渐生。后雪渐大，搬画
回屋。再去观山，见其峰壑
间茫茫白色，似云雾缭绕。
实乃风卷山巅雪，呼啸而
来。午后雪住，风寒累困，
小憩于帐篷后再画。午后
三时许，风挟灰云滚滚，有
蓝天隐隐约约。傍晚时分，
远空纯净湛蓝，近有浓厚
连云，夕照金黄，云脚低垂，
掠峰顶而过，飘落山后。露
天晚饭，面山赏云，见画后
树顶枝梢，有两喜鹊，正
相互依偎，呢喃细语，远
方暖云漫飞，天蓝忽现。

久居深山，人迹罕至，
与生灵林石、晴雨风云为

友，时空凝然不动，不知古
今，不知终始，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如此一日，恍惚三
秋。面天地面壁面己，相望
相融，夫何来欢欣，
何来悲忧？有常也
好，无常也罢，如是
观，淡淡转念，无
念，躯壳之我，与当
下时空暂共存，如来如去。

阳明先生曾言1 人一
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
番，只是人不见耳。静夜神

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
无作，淡泊宁静，是羲皇世
界；晨起之神清气爽，庄严
肃穆，是尧舜世界2午时之

前，人们礼仪交会，
气象井然，是三代
世界2 午后人神气
渐昏，往来杂扰，是
春秋战国世界 2至

夜幕万物安息，景象寂寥，
是人消物灭的世界。

方物非欲生，非欲死，
乃是不得不生死。因果机

缘，知来去，徐徐引出人生
苦海。从缘起性空，到私欲
暗生，道心蒙尘，如羲皇世
界至人消物灭世界之变，渐
至夜幕光景。朝暮阴晴虽是
自然规律，吾等若可依道心
之本真而行，烦恼中见己，
烦恼即菩提，不断烦恼，不
断涅槃，不为气动，不为心
动，做自身主人，便可常为羲
皇时人，淡泊，宁静，不偏不
倚。与人与物，温和相处，依
附于岩石星球，遨游太虚。

张明敏 书法

里务比岛
毛荣富

! ! ! !里务比岛，泸沽湖中一小山也。这个岛本身并无甚
可观之处，但是，观赏泸沽湖却不可不到此岛。
第一天，我们环绕着泸沽湖行走了一圈，那好似透

明的碧绿湖水怎么也看不够。次日一早，从落水村坐猪
槽船，直奔里务比岛，坐在这种近乎原始的船上，一伸

出手就能触摸到那清凌凌
的水，这比在湖边行走更
亲近水。船行约半小时就
到了里务比岛。几乎不费
什么劲，就登了上去。登临

其上，朝四下里一望，这才发现，原来我们来到了一处
可以 $"'!俯瞰泸沽湖的地方。
以淡蓝、浅绿为基调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仿佛整

个天地间尽是这种色彩，赏心悦目至极矣。是时，众人
皆“目定魂摄，不能遽语”，惊喜之情倏然暗生，内心有
了一种丰盈感。
这大片的湖水，若光是平面地看，总

像是缺了点什么。这时，恰有里务比岛作
为制高点出现了，观赏泸沽湖才有了绝
佳的位置，可总纵览其全貌，大气而不失
娇媚，苍茫中含有柔美。

带霜分紫蟹和露摘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