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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真迹现广州
“文革”中裹雨衣掩埋幸存

明代唐伯虎真迹《八景图》
等一批珍贵宋明清古画惊现广
东羊城。据称，在“文革”期间，
这些画作有的甚至被全幅折成
一寸小方格，包在雨衣中，放在
花基泥土里“掩护”才得以幸存。

唐伯虎为明代“吴门画派”
代表人物，画风“秀润缜密”，是中
国文人画的一个高峰。《八景图》
景致布局精细到位，人物栩栩如
生，画面生趣盎然。遗憾的是该
画作已残旧受损。

藏画主人魏先生告诉记者，
这批画是其父在“文革”期间用生
命抢救下来的，非常珍贵。如费丹
旭的作品故宫博物院也仅存3幅，
而《瑶池仙祝寿图》已被鉴定为真
迹。魏先生的父亲所藏书画分别
来自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一位重
要历史人物、潮汕大富商，以及“破
四旧”前放弃文物的百姓。据称，
这些画作有的甚至被全幅折成一
寸小方格，包在雨衣中，放在花基
泥土里“掩护”才得以幸存。 宜宸

商人花5037万元从美拍得

苏轼书法《功甫帖》被指“伪本”
今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以
822.9万美元(约5037万
元人民币)成交的苏轼《功
甫帖》已抵上海，计划明年
在上海龙美术馆公开展
出。不过前日，上海博物馆
书画研究部向记者透露了
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鉴定
与考证，这件《功甫帖》是
“双钩廓填”的伪本。

发现钩摹本出处

近日，上海博物馆书画
研究部的钟银兰、单国霖、凌
利中三位研究员对利用“双
钩廓填”之法制造赝品的画
史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
研 究 ，并 以 晚 清 李 佐 贤
(1807~1876)《书画鉴影》中著
录的《苏米翰札合册》中的苏
轼《刘锡敕》《功甫帖》两件伪
本作为重点案例典型。“双钩
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
宋时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
摹学习，此法易于传播流行，
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成了
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
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三位研究员的主要依据
是，通过考证，发现近期露面
的《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
鲍漱芳 (约 1763~1807)辑刻
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
间，亦可定于道光四年(1820)
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

凌利中向记者展示了
《安素轩石刻》所收的苏轼
《功甫帖》拓本。对比可见，
其书艺水平远远胜于苏富比
的《功甫帖》拍品。《功甫帖》
拓本反而较好地表现了苏
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
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
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
厚、蕴藉丰腴，且起收、使转
等运笔过程交代更为明晰，
颇 具 几 分 苏 字 之 豪 迈 风
神。而《功甫帖》拍品，其用
笔居然以偏锋为主，线条无
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
兴味索然、寒碜，运笔亦不
知所措，如鼠迹乱窜，一派
伧父面目，如此书艺，谓与东
坡无一毫沾边。

研究员指出，钩摹本非
出于自然书写，故书法审美
的诸多要素如墨韵神采、节
奏韵律等皆无从谈起。细辨

《功甫帖》钩摹本，其中出现
了大量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
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
状等莫名甚至匪夷所思的运
笔与笔触。如“轼”字的勾
(上提处)，“谨”字收尾的横均
能看到纰漏——原本属石
刻、拓本自身局限与特点的
细节，大都在《功甫帖》钩摹
本中尽量落实了。

研究员们认为，书法是
笔墨与纸张的关系，石刻则
是刀、石关系；刻工有高下，
拓本之好坏又涉及拓工、装
裱的名家与否。总之，诸多
不确定因素的叠加造成了石
刻及其拓本自身的局限与特
点，即无法达到书家自然书
写时的浑然天成，比如“牵
丝”、“飞白”等。此件《功甫
帖》钩摹本还是从石刻拓本
中钩摹出，而非原作钩摹，书
艺自然差之千里。

鉴藏印、骑缝章露出破绽

上博研究员还指出了若
干《功甫帖》钩摹作伪的旁证：

《功甫帖》钩摹本右下有“世
家”一印，翻刻自《安素轩石
刻》所收的苏轼《功甫帖》拓
本。这本是一枚骑缝章，应与
边封接连。

清代书画名家翁方纲的
书法存世较多，与这张拍品
立轴上的翁氏书法差距甚

远；这件拍品是一件立轴，在
翁方纲的题跋之下，可见明
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的鉴藏
印。但是，按照项元汴的收
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功甫
帖》上留印。

这件拍品“苏轼谨奉别
功甫奉议”九字之下，留有六
方朱印，色泽相同。很难相
信跨越百年、经手《功甫帖》

的几位藏家使用的印泥是一
样的。

上博馆员认为，钩摹本
中，除许汉卿鉴藏印为真外，
其余明清题跋及鉴藏印皆伪，
此属坊间作伪者之惯用伎
俩。且《功甫帖》钩摹本也并
非安岐旧藏的那件，更无李佐
贤所言原为永瑆家藏且刻入

《诒晋斋摹古帖》之史实。

钩摹苏东坡的书法早有
先例，就在上博馆藏藏品中，
研究员找到了苏轼《刘锡敕》
伪本，作伪时间、作伪手法毫
无二致。

2001 年，《米芾、苏轼书
翰合卷》由许汉卿之子许允
恭先生无偿捐赠予上海博物
馆，体现了许氏家族的爱国
情怀。捐赠前，经鉴定，上博
将卷中《道祖帖》定为米芾真
迹，而《刘锡敕》系“苏书伪”。
之后，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
画过眼要录》中，亦将《道祖
帖》作为米氏真迹，认为《刘
锡敕》属“明人伪本”。

上博三位研究员经过考
证，发现《刘锡敕》伪本钩摹

自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
(1752~1823)的《诒晋斋摹古
帖》，其钩摹制作时间为嘉庆
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
之间，并非“明人伪本”。经
过研究，发现此伪本的钩摹
手法与《功甫帖》伪本竟如出
一 辙 。 晚 清 文 人 王 端 履
(1814 年进士)在当时已有指
出：“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
从法帖中双钩。”

经比对，《功甫帖》的钩
摹者于书学的理解十分有
限，即便相同的依样画葫芦，
其“双钩廓填”技术与《刘锡
敕》钩摹者相较差距明显，更
加“如小儿描朱耳”(元人陈
方语)。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露
面的《功甫帖》伪本百余年前
就与《刘锡敕》在一起，民国
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

最后，在研究中亦获知，
李佐贤所见的《苏米翰札合
册》中四札有两大来源：即米
芾《道祖帖》(现藏上博)为鲍
漱芳旧藏，《功甫帖》钩摹本
摹自鲍氏《安素轩石刻》，而
鲍氏家藏苏轼《功甫帖》原作
则不知所终；米芾《章侯帖》
(现藏上博)为永瑆旧藏，《刘
锡敕》钩摹本摹自《诒晋斋摹
古帖》，永瑆家藏苏轼《刘锡
敕》真迹亦不知尚存人间
否？
乐梦融

《安素轩石刻》中的苏轼《功甫帖》拓本
(左)、《功甫帖》钩摹本(右)。

翻拍自苏富比拍卖图册，可见“轼”的勾不
似自然运笔。

当代书画名家投资收
藏对话中原启动

传播和搭建京豫两地收藏
文化的交流桥梁，汇聚书画名家
投 资 收 藏 在 中 原 的 强 大 正 能
量。由北京东联盛世宝·北京金
石丹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主办，
河南人民书画院承办的“当代书
画名家投资收藏对话中原启动
仪式”昨日在我市隆重举行。

在启动仪式上，中国文联主
席团成员、分党组书记、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罗杨
说，有着“中国历史自然博物馆”
美誉的河南，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
史长河中，占据了中国半部文明
史，文化辉煌灿烂，底蕴深厚，当代
书画名家投资收藏对话中原启动
仪式选择在郑州启动，具有深刻的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当代
著名画家宗家顺、陈钰铭、贾广
健、林容生、富中奇、刘向平等启
动了开幕仪式。

承办方河南人民书画院理
事长张书勇介绍此次活动的意
义时说：“当代书画名家走进河
南、对话中原，与企业界和收藏
界的零距离交流，亲眼见证了名
家名品的诞生，有效地增强了人
们对书画艺术价值、形式和收藏
文化的思想认识。对提高个人素
养、培养收藏兴趣和拉动中原文
化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助推作用。”郑州晚报记者 崔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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