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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千年大变局的历史时期，也是近现代美术流派纷呈、名
家辈出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家。
他们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延续了数千年中国美术史的辉煌，留下众多堪称典范的艺术杰作，成为中华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作品散在各处，缺乏系统的鉴定编目，还有许多仿作赝品在社会流转，鱼
目混珠，给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编写与收藏带来了许多困难，也给近现代中国优秀文化艺术走
向世界蒙上了阴影。

　　由国家财政支持并在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导下的《二十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以下简称《国
家档案》）工程，成立专项工作组，面向全球公开征集20世纪美术作品，对应征作品进行鉴定、评估
以及编撰等一系列工作，从而正本清源，为近现代中国美术作品鉴定提供权威依据，建立起国家级的
美术档案。

　　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一向有艺术作品收藏编目的传统。
从汉武帝创置秘阁以聚图书开始，汉明帝雅好绘画，别开画室。
东汉灵帝创设辞赋书画学校，以集奇艺。
到了齐高帝集录古代名画348卷。
南齐谢赫著《古画品录》，对过眼作品和艺术家风格进行分类点评。
梁元帝收藏书画典籍24万卷之多。
隋文帝时建了两座高台，东日妙楷台，收藏古籍；西日宝迹台，收藏古画。
唐代裴孝源著《贞观公私画史》，考证隋以前古画名目，不仅有版本考证，而且指出许多寺观壁画的
作者和所在地点。
同时代的朱景玄著《唐朝名画录》，是最早的断代绘画史。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不仅是书画分类编目，更是中国美术史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美术
史著作。
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延续了张彦远的画史体例。
有关书画编目著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宋徽宗时期的大规模书画编纂工作。
由于皇家内府收藏日趋丰富，宋徽宗组织专人将宫廷所藏的历?著名书画家的作品编目撰成《宣和画谱
》和《宣和书谱》，以备查考，成为中国古代最为丰富完备的典藏编目。
以后元代赵孟频、明代董其昌均为书画鉴赏大家，过眼名作繁多，但国家级的书画著录至清代才有《
石渠宝笈》“正”、“续”、“三”等三编，足以与前人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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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现代是中国历史上书画作伪的高峰时期，这一观点已得到广泛认可。
历史上，以国家之力对文化艺术作品进行搜集和整理，都是那一时代经济繁荣、人文鼎盛的反映和精
华的浓缩。
为去伪存真、正本清源，也为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可信、翔实全面的近现代中国美术作品资料，有必
要将距离现今不远但许多真相渐趋模糊的艺术史代表画家和作品进行系统的鉴定编目，这对于弘扬民
族精神，振兴和传承中华文化，都有难以估量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意义。
近年来，随着古代书画收藏的逐渐升温，藏家较之以往更加注重作品的历史著录，尤其是在《宣和画
谱》、《石渠宝笈》等所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为收藏界高度重视，视为流传有绪的稀世珍品，具有其
他非著录作品不可比拟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而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大师作品的系统梳理与作品编目，则还是一个空白。
从国际博物馆界与收藏界来说，对于一位著名艺术家的全部存世作品进行研究、鉴定、编目，是一项
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没有这样的艺术史基础研究，艺术家很难进入艺术史和公私收藏。
作品编目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因为编目涉及到美术史上的考据，即真伪鉴定等问题，包括画作的创
作年代、作品的材质与尺寸、收藏与流传，是一项极其严谨的学术工作。
以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著名画家塞尚为例，一个世纪以来（2006年塞尚逝世100周年），国际上塞尚研
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检索目录中关于塞尚的文献就达到三四百种之多。
以著有《印象派绘画史》与《后印象派绘画史》而著称的美籍德国人雷华德，着重于塞尚的传记研究
与作品编目，开创了塞尚研究的一个方向。
他用尽一生时间才编制出塞尚作品的详尽目录，其中《塞尚的油画：作品编目》直到他去世两年后才
出版。
这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编目，成为世界各国博物馆、收藏家、画廊和艺术史家进行艺术品研究与流通
、收藏的基本指南，国际艺术品的稳定价格与有序市场，是建立在这样的艺术品鉴定和编目基础　　
也许，中国的学界，应该从庞薰采的绘画开始研究，作为推广现代新艺术的起点而有所省思。
如果只从“社会学”、“统计学”角度论艺术专业，只能就庞薰琹是“工艺美术教育家”、“时代背
景与年代”、“工作绩效与成就”、“对人民的贡献”，等等展开论述，缺少专业性之学术研究，就
无法启示后代，而流于皮毛。
　　庞薰琹在1949年前担任艺专美术系系主任，任教油画。
但在1949年后，他离开了纯美术教育。
“学院主义”的旧传统成为不可动摇的唯一教学方式，单一的“写实技术”构成全国画风的主流。
庞薰栗的画风自然边缘化，毫无影响力，没有一点“价值”。
　　但是，艺术就是艺术。
它不是以“商品”为目的而带有时尚的市井之气。
它亦不是以“政治”为目的而带有虚构的崇高地位和权贵性。
然，官商勾结，压倒了学术性。
今日重读庞薰栗的作品：它耐看、平易近人、有个性、传达了特殊的美感，是既存在于生活中又遇不
见的生活理想，华滋浑厚。
如宾虹先生所言：“初视不甚佳，或正不见佳，谛视而其佳处为人所不能到，且与人以不易知，此画
事之重要在用笔，此为上品。
”正是人所共见之好，尚非极品，此乃曲高和寡，知稀为贵。
　　他晚年的油画作品，被很多人视为是“平面”的“装饰画”，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
事实上整个欧洲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近、现代油画早已走向追求“精神性”与“个性”，更
多地注重油画本体的元素，画风自然脱离追求客观真实的古典写实风和三层空间以及古典明暗概念，
多半走向平面性的二度空间和较为激情、情绪化的“写意风”，这是艺术的另一种境界。
黄宾虹大师对此有较深的研究，他在《国画之民学》与1948年之书信均提到：“欧风东渐，心理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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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二十年，画当无中西之分，其精神同也。
笔法西人言积点成线，即古书法中秘传之屋漏痕。
”“画无中西之分，有笔有墨，纯任自然，由形似进于神似，即西法之印象抽象。
近言野兽派，又如明吴小仙、张平山、郭清狂、蒋三松等学马远、夏硅，而笔墨不趋于正轨，世谓野
狐禅。
今野兽派思改变，向中国古画线条着力。
”然，庞薰栗的画风并不“野兽派”，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在严肃的气氛中长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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