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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画鉴藏，是高雅的文化生活，也是雄厚的文化象征。
在古代，它是一种雅人高致，在现代，它又成为两岸三地的当下时尚，影响所及，甚至遍于全球华人
文化圈中。
书画鉴藏，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藏，即对书画作品的收藏与保护；二是鉴，是对书画作品
的鉴定与鉴赏。
鉴定在于判明作品的时代与真伪，鉴赏在于区分作品的优劣与高下。
一般而言，鉴是藏的前提，只有具备了“真鉴”的眼光，才能分享艺术创作的愉悦并能承担起典藏书
画守护精神文化的职责。
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远在公元4世纪，就摆脱了附礼教而行的从属地位，获得了独立的观赏价值，成
为收藏玩赏的对象。
收藏者既用以作为“玄赏”、“畅神”的宝鉴，在审美观照中感悟其历史文化内涵，与古人对话，与
自然应答，实现“神超理得”后的精神逍遥；又以之显示对文化财富和文化品味的拥有，树立引人瞩
目的文化形象。
兹后，皇家总以法书（具有后世楷模意义的书法）、名画为“国之重宝”，体现其传承中华文化的合
法身份，不因改朝换代而废置。
私人亦以书画为“无味之珍”，竞相搜求，满足文化欲求，而且官私收藏均以跋尾署和收藏印记标志
自己的拥有。
收藏家的队伍亦在历史进程中壮大，由士族显宦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波及到富商巨贾。
由于书画作品历经水火刀兵，不断减少，幸存下来的为数有限，但收藏需要却与日俱增，于是，下真
迹一等的古摹本便成了收藏物件，甚至被误认为原作，牟利者和欺世盗名者生产的各种各样的伪作也
鱼目混珠的进入了收藏界，这一现象又从反面推动了鉴定的讲求。
随之在收藏家中出现了两类人：一类是“好事者”，本人未必真正喜爱书画，亦缺乏鉴定鉴赏能力，
但雄于资财，追随时尚，附庸风雅，不免假耳目于人，以树立文化形象，虽自我感觉良好，实属上当
受骗角色；另一类是“赏鉴家”，他们酷爱书画，具备丰富的书画史和文化史之知识，甚至因能书画
，在把握书画的时代风格和个性上深有心得，也肯于查阅资料进行考证，更懂得装裱、修复和作伪手
段，故拥有较强的鉴定鉴赏能力。
像书画家一样，这些收藏家——赏鉴家和好事者，还有投合收藏者需要的作伪者都参与了艺术史的创
造。
由于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从未中断的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往往推陈出新（以继承求创新），直接
拥有视觉文化资源的鉴藏家，他们的收藏理念、鉴赏取向、品评标准和审美好尚，乃至他们据作品梳
理出的艺术源流，都强有力地影响书画创作。
明代中后期，江南人家以有无倪云林的作品为雅俗，清初对倪氏作品的需要剧增，收藏便转向了渊源
于倪氏画法的弘仁作品，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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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画的鉴定历史，从十二世纪到今天，几个重要的关键人物分别是：米芾、赵孟頫、董其昌、梁
清标和乾隆等五人。
他们每个人都有主张，正误并存，特别是乾隆，他是书画鉴定误区的集大成者。
然这正是权力使然，清朝取代明朝，势强力大，使得收藏圈从江浙地区北移到清官内府，从散落于民
间的收藏渐渐向皇宫集中，其间变化颇大，真迹赝品并过，过程藏者秘辛，往往被人忽略。
作者刘金库长时间研究远方面，从藏家到伪作，从鉴定到调包等，爬梳资料，交叉考据，为“南画北
渡”的移转过程拔云见日，值得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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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金库，1965年1月6日生于辽宁抚顺。
1989年辽宁大学史学硕士。
曾任职于辽宁省博物馆十三年，任副研究员八年，2005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中国书画鉴定专业
）博士。
专门研究书画鉴定十八年，寓目过近三万件中国书画藏品。
曾在中国几家大型拍卖行担任过书画鉴定顾问，本书《南画北渡》为博士论文之一部分。
     
    曾作为美国新闻总署访问学者，于1991年至1993年间赴美国研究过当地七十余家博物馆之中国藏品
部分。
从1990年起，在中国本上研究过美术考古、书画鉴定，遍访北京、广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博
物馆，在中国书画鉴藏史、书画鉴定学的研究有独到之处。
     
    现任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出版十数本专著，如《国宝流失录》、《指点丹青有色墨》、《
满地香泥梦有痕》等。
合著有《陈纳德将军传》、《辽宁省文物志》等。
目前正在研究《中国美术病理学》、《当代中国美术创作方法论》和两本高校教材的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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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明末清初文人官僚的书画鉴藏透析在中国书画鉴藏史上，公私鉴藏出现的是相互消长的历史态
势，公家收藏是指历史上的皇家收藏。
在皇家收藏臻于高峰之际，相对而言，正是私人收藏的低靡时期；而在私家收藏兴盛之时，皇家收藏
则处于低谷。
明代是私人收藏的高潮，皇家收藏是微不足道的；相反，清代乾隆时期是皇家收藏的全盛时期，私人
收藏则微乎其微。
几十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呈现的是不平衡的状态，学者们对宋、元两代的鉴藏研究、资助人与画家
互动都有强劲势头。
对于明清两代鉴藏史的研究略显不足，许多个案研究还没有深入下去。
相对而言，明清两代的书画鉴定知识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既离不开他们的鉴定知识，又不能完全
依赖他们所建构起来的书画鉴定知识体系。
我们如何对待古人留给我们的鉴定知识？
我们选择与扬弃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古人流传下来的著录文本？
基于这些思考，遂有此书。
  一、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时空  在上个世纪，学者通过收藏印章、交游考证、藏品本身等方法建立起
对鉴藏家的个案研究，为重点研究明末清初书画鉴藏家的收藏与鉴定提供了借鉴，中外博物馆界研究
人员、美术史系学者、硕博士针对个案的不断深入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探明和纠正明、清两代鉴赏
家们的鉴定谬误，形成了零散纷呈的一种鉴定知识结构，局部上有所突破，但就整体而言，对于明清
两代的书画鉴定知识形成的历史过程、产生的方法及中国古代书画谱系，缺乏全面性的掌握，目前还
没有一本“中国书画鉴藏史”问世，其原因在于对这一学科的设立没有足够的认识，学科的规范也尚
未确立。
之所以选择与定位在明末清初的“南画北渡”这一课题是因为：（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书画鉴定知识
左右着我们今天的书画鉴定、对鉴定知识的认知，甚至在方法论上都影响着我们的鉴定思维模式。
经过明末清初南北两个中心书画鉴赏家所收藏过的晋唐、宋元、明清的书画是清内府的主要藏品，也
是今天各大博物馆中国书画藏品的精品，是我们今天研究晋唐、宋元、明清传世书画的主要内容。
（二）清代是皇家书画收藏的高峰时期，在乾隆时期，天下的书画藏品绝大部分纳入皇家收藏之列，
而南画北渡前后的书画鉴定、书画著录、流传经过均影响着清代皇家书画著录《石渠宝笈》、《秘殿
珠林》三次著录的整体性结构、鉴定意见、书画认知方式等，清内府的晋唐、宋元书画的主体部分又
长期影响着我们上一代书画鉴定的学者们。
对于古人所存留下的书画谱系，我们虽有诸多的突破，但从根本上研究这一书画谱系的知识形成过程
、鉴定模式、鉴定方法、考察他们的鉴定水准，哪些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的？
哪些是我们所要避免的？
我们需要做统一的梳理与认知。
（三）对“南画北渡”的关键人物进行研究，对形成皇家收藏最高峰，这一社会历史过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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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清代大学者戴震曾经说过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
的确如此，学问之道，本乎寂寞之道。
然而，四年弹指之间滑逝，《南画北渡》重而出版简体版，得赖于河北教育出版社之好友刘峥、张天
漫二位女士，与同仁台湾石头出版社总编黄文玲的帮助，几次协商一致，从中多有劳累，在此十分感
谢。
《南画北渡》一书虽然只是《中国书画鉴藏史》中的“涓涓一滴”，但对于未来研究中国人骨子里的
人文精神“中国书画鉴定与收藏”是至关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于书画的鉴藏，最早是从文人士大夫的
品藻鉴藏开始的，如北宋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中曾说“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
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有着不同的艺术观念（书画收藏观念），然则不同时代的文人观念也在
不断地发生变化，如唐代书论家张怀瑾在著名的《书估》（天宝十三年，754年所作）中提到当时钟绍
京尚书爱好收藏，不惜重金，破产求书，曾经花费几百万贯巨资，方才买到王羲之行书五张，没能买
到f羲之一件正楷书法作品。
书中估价古代书法，以王羲之作为标准，分为上、中、下“三估”：“三估者，篆、籀为上估，钟、
张为中估，羲、献为下估。
”并解释道：“上估但有其象，盖无其迹；中估乃旷世奇迹，可贵可重，有购求者，宜悬之千金。
”而在今天王羲之的真迹也无从寻觅，唐代名人的书法已经成为“无价国宝”，时过境迁，中国的人
文精神也在变化，从书画的收藏与艺术的创作，无不从中国书画鉴藏史中反映出来。
中国书画作品作为商品流入市场，并成为一种商品经济活动，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历史发展过
程，在宋代以前，中国书画的收藏主要是以皇宫贵族的收藏为主要趋势，对于书画的收藏也成为“皇
权”的象征，朝代更替，对书画藏品的古有则是“正统”皇位的标识。
然而，在元代之后，随着元代书画市场继续发展，商业意识、市场观念在书画家和收藏家头脑中均更
为强烈，元代的私人收藏较之宫廷显得要活跃得多。
一些文人士大夫和书画家都喜爱收藏鉴别书画，并以临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人上大大鉴藏书画的
集会之地。
今天我们知道的著名的有郭天赐、赵孟頫、鲜干枢、乔篑成、柯九思、倪瓒、龚开等人，他们既擅长
书画，又精于鉴定，并将书画收藏与绘画创作有机结合起来，使文人士大夫书画家们收藏达到一个新
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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