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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书画的发展，有其独特的渊源，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社会发展情态，以及艺术欣赏习惯
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由气的流动，衍生万物，当气凝聚，化成物体；物体之气散而物亡，又复归
于宇宙流动之气。
（据张载《正蒙·太和》：“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所以，中国书画家所崇尚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指导思想，与西方入所认为的认识世
界就是认识一个实体的观点有所不同。
西方人在直接参与或体察实际的同时，在其有关部分与自然取得和谐，而中国人则在与“气”互为流
动、互为衍生的感知中与宇宙、自然保持和谐。
由此，作为指导艺术创作的理论包括中国书画理论，便有其独立深邃的特性。
要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书画，了解中国书画理论对理解作品具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加之软毛制成的书画工具毛笔，具吸水性质的宣纸、绢以及墨的普遍使用
，中国书画便由此形成其脉络，得以独立发展。
中国历代书画家辈出，其创作形式、技巧，总结归纳凝练而成为程式，以适应中国书画创作的特殊要
求。
而每位书画家的性格在再现这种程式时又使其风格和技巧各不相同。
学习书画鉴定，对于书画史，即一代代书画家及其作品都需有所了解，这是鉴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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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内容丰富、文笔通俗的艺术鉴赏读物。
全书以第一、第二编的中国书画史为楔子，介绍了中国书画理论、历代书画作品的分析与考证、作伪
的方法、鉴别真伪的要点、鉴定的辅助手段、书画流传与鉴藏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书画鉴定方法与技巧为全书核心。
在第五编“国画的鉴定”和第六编“书法的鉴定”中，配有经作者精心选择的80余幅代表性字画，便
于读者对照分析。
《中国书画鉴定》阐述缜密，推理严谨，史料精要，引据可靠，科学性与趣味性并重，既可作为书画
收藏爱好者的入门读物，也可为有关人员提供收藏借鉴。
《中国书画鉴定》使用的是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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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稚柳（1910～1997），江苏武进人。
书画鉴定家。
曾任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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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太祖统一天下后，原南唐、西蜀画院及中原地区的画家，纷纷来到北宋京城汴梁，加入北宋的
翰林图画院，画院一时编制骤增，官职名称远比南唐、西蜀画院为多，按序计有翰林待诏、图画院待
诏、图画院祗候、翰林供奉、翰林画史、翰林入阁供奉、图画院艺学、御画院艺学、图画院学士、画
学谕、画学正等。
但其他日常事务及活动方式仍沿袭五代时期旧制。
至北宋末期，出了个极有艺术修养、酷爱绘画的宋徽宗，画院的一应体制才变得面目一新。
　　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一位杰出的花鸟画家，他的传世作品真迹有现藏上海博物馆的《
柳鸦图》和现藏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四禽图》等。
其他一些题有赵佶款识的画，如《香梅山白头》、《芙蓉锦鸡》等，并非由赵佶亲自执笔。
　　“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于各门艺术皆有很高修养，绘画、书法更是自成一家。
崇宁三年（1104），为鼓励发展书画，他竟把绘画一门列入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以画取仕，并把绘
画考试列入进士科。
他对画家的待遇优渥有加，史书载：“本朝（宋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
宣间，独评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此异数也。
又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
”此前，画家在宫廷里只有工匠待遇，而画家得以享受士大夫待遇，始于赵佶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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