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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鼎说书画鉴定》一书的内容包含五个部分：一是名家书画的真伪鉴别；二是拍卖场上书画揭
伪案例；三是名家艺术与生平；四是艺术品市场与名家作品价格及我在国内鉴宝类电视节目中的现场
点评；五是作者黄鼎个人开在新浪网上博客“黄鼎说假画”中的鉴宝感想与生活事业上的情感经历。

　　《黄鼎说书画鉴定》一书虽然并不是系统、完整的理论书籍，但却是作者黄鼎“有感而发”和“
亲身经历”的书画鉴藏的心路历程。
在这一点上，有别于其他大多数讲述书画鉴藏的著作那样严肃和刻板，而是融入了真实、生动、鲜活
的一面，读起来充满了别出心裁的趣味性，令人觉得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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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鼎，1961年生于福建福州，1987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
2009年被聘任为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2011年被聘任为浙江省艺术品管理咨询委员会委员。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文物鉴定中心特邀书画鉴
定专家，同时兼任国内外多家艺术品经营机构鉴定顾问。
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寻宝》、河南电视台《华豫之门》、浙江电视台《藏家》等电视鉴宝类栏目担任
书画文物鉴定专家。
中国画作品计七次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美展，三次获奖；已出版书画鉴定理论专著三部
，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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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我的鉴宝足迹
第一章 书画名家艺术及其辨伪
书画“误证”之害猛于虎——对书画伪作泛滥成灾的另一种思考
“国字号”鉴定委员会该重组了
当前艺术市场中的书画作伪新动向
新时期书画鉴定工作面临的挑战
鉴定关良作品真伪的难点
鉴真关良——关良作品真伪的鉴定依据
潘天寿与石鲁作品鉴定标准的比较研究
陆俨少艺术的悲哀——关于陆俨少赝品的细节披露
陆俨少梅花题材作品的赏真与辨伪
姚耕云作品的真伪鉴定
“高仿”出自“兼施”——名家书画最新造假手法管窥
从收藏动机，谈书画复制与书画造假
谈书画鉴定中图章的作用
谈书画收藏中的著录问题
谈名家书画的品质与鉴定难易的问题
第二章 拍卖场中书画揭伪实例
虚谷作品的真伪鉴别
何绍基作品真伪鉴别
蒲华作品真伪鉴别
程十发作品真伪辨
拍卖场又见于右任书法赝品
吴昌硕画作拍场“捉鬼”
拍场又见陆俨少“套装”伪作
从借旁证造假到借旁证揭假
不就是水印复制品那档子事？

近现代书画成为造假重灾区
第三章 名家艺术与生平
陆俨少画作的分类解读
陆俨少书法的画意
香港版《陆俨少书画藏品集》第二卷跋
当代艺术VS“大卫综合征”
第四章 艺术品市场与名家作品价格
陆俨少画价今昔谈
周昌谷作品市场行情
新浙派书画——可以预知的“牛市”投资品
拍卖场上部分名家作品成交价（2007 春至2008 秋）
在《华豫之门》节目中点评书画举要
第五章 《黄鼎说假画》博文选
人在上海的胡思和乱想
要车还是要画——今晚《华豫之门》没有田黄，有陆俨少
睡不着时的一点儿心情
《收藏中国》杭州站的一点闲言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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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河南电视台《华豫之门》陈半丁与 明代圣旨的那些事
捐款17 万多的背后——《收藏中国》合肥站林林总总
今晚关键词：良知？
责任？
专家？
《华豫之门》！

河南归来
感谢！
感谢！
！
感谢！
！
！

一场抑郁引发的关注
乌镇之美
今晚河南电视台《华豫之门》的那些“画儿”
我在雁荡山给大家汇报几点
整理思绪准备出发
河南台11 月1 日《华豫之门》浙江专场
故乡的云
福建鉴定及河南电视台11 月15 日《华豫之门》山东专场
出发前的一点杂感
北京拍卖嘉德、保利之行二三事
山东、山西、河南行——河南部分汇报
山东人、山东画
香格里拉——浙报集团企业“联谊会”
感人至深的明信片
世界杯
书画买家的盲目跟风与不理智
乐在马不停蹄的书画鉴定工作中
书画鉴定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的假证书
我的藏品又被“偷”了啊！

潘天寿《盆菊图》的意外
一张不能兑付的支票
市场总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望艺术品收藏者个个都是“有心人”
你说艺术品市场是真火吗？

我画《秋水芙蓉》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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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鉴真关良 ——关良作品真伪的鉴定依据 近一段时期，海内外艺术品市场中的关良
作品俨然已成为众藏家眼中的热门物与紧俏货，关良画作价格也一下子从一两年前的每平尺五千元人
民币上下，陡涨到如今的每平尺四至五万元人民币。
市场热、货源少，再加上关良的画作客观上具有造假容易、辨别困难的特点，因此关良便成了现在书
画造假者们瞄上的重点目标。
有迹象表明，市面上关良的画作赝品其数量呈逐渐增多的趋势。
所以，正确地鉴定关良作品的真伪已是当前书画鉴藏界中一件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
那么，有关关良作品真伪问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呢？
 一、评判用笔特质是鉴定的关键 书画用笔是书画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从而在书画质料上留
下的客观存在。
笔的运用结果是判断每一件书画作品是真是伪一或优劣一的第一重要依据，而用笔特点和用笔质量的
同时测评便是该项工作的核心内容。
换句话说，任何鉴定者只要对署名关良作品的用笔特质有较充分的认识能力便能对其真伪属性做到胸
中有数，有的则可达到“一目了然”。
 关良的笔线，表面上看有点像儿童画的手笔，但本质上它却是“大智若愚”，即在高层次驾驭能力下
的极端放松表现。
他作画时执笔的姿势与常人有别：手指紧靠笔端，行笔动作多偏于中锋缓行，呈相对步短锋藏的状态
。
他之所以要施用如此怪异得让人产生陌生感的笔法，这便是他的高明之处——旨在追求淳朴、天真、
灵变的笔线情趣，以便和被许多人热衷实施的传统型重程式轻感觉的作画笔线拉大距离，或干脆说，
他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画笔线的叛逆者。
若进一步分析关良所作笔线的特色，它同儿童画的某些征象确有其近似处：细线似乎介于“勾”和“
描”之间，粗线或大一点的墨块则接近在“写”的笔势里加上了“涂”的动作且运笔的节奏有的快有
的慢。
从艺术素质上评说，不论他笔下的细线还是粗线都能恰如其分地实现了视觉上由“平实”至“奇逸”
的艺术品质飞跃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关氏笔法的高妙处。
笔者个人的实践经验以为：评判署名关良作品的用笔特质，确实有难点，其难就难在鉴定者不但要充
分把握其所独具的“大智若愚”这一基本性质，从其貌似“愚”的特征中正确感觉并判断出它们到底
是属于真“愚”还是真“智”，这是鉴定工作的关键，它事关鉴定工作的成与败。
 为了能更深刻地认识关良笔线的品质与内涵，现在我们以“强调特质”的分析方式，将关良作的笔线
和其他具有“比较意义”名家的笔线作一近距离的对照。
我们选取两种类型比较对象：一与关良很不同的类型，一与关良的作品表面上有某种程度的接近的类
型。
 1.不同用笔类型的比较 程十发与关良 程十发的用笔注重灵活、爽劲、变化和夸饰效果，具有随意、真
率、生动的意味，他的每一根笔线相对较长，基本上都追求从湿到枯、由细至粗或由粗至细，及中、
侧锋相互转换的变化。
如图1—24。
可以看出他的笔线具有奇逸纵情的优势，只是略显轻与单薄些。
关良的用笔强调了雅拙和委婉的韵致，他的笔线每一根都很短促，个体变化不多，但线与线之间能产
生一种天然的顾盼呼应关系，形成简括中带隽永的用笔特色，笔线有沉、厚的美感（图1—25） 。
 黄胄与关良 黄胄作的线若疾风骤雨般的爽利和豪放，因他运笔时锋芒毕露、速度极快，且多将毛笔
作左右开弓状，常常把笔肚贴卧到纸上画，这般作出的线显得很从容很随意多半会出现近似于拖、抹
的“超奔放”效果，但时常也会在非常畅达的气度中夹带少许潦草，不够沉着的习气，笔线属于“不
拘小节”的路子（图1—26）。
 关良由于行笔偏慢运笔时笔锋触纸的体积相对较小，故而总体上笔线是少露锋芒，线条比较稳重、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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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含蓄，能沉浸入纸，但照样不失清灵与洒脱，说明笔功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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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鼎说书画鉴定:拍卖时代的鉴宝之路》汇集了黄鼎先生近十多年以来在书画鉴定与市场实践第一线
所撰写的73篇文论与随笔，尤其在书一画的真假鉴别、揭伪、名家艺术与价格认知上的独具慧眼，足
以见证这位新生代文物鉴定专家对维护国粹艺术的圣洁与追求真、善、美的情感世界。
《黄鼎说书画鉴定:拍卖时代的鉴宝之路》是一本古玩收藏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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