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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世界知名的艺术品拍卖
行苏富比和佳士得先后在英国伦敦成立。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随着嘉德、
荣宝斋、翰海等几家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
的成立运营，拍卖行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艺术品投资也成为备受青睐的一种投资
方式。而拍卖法中的瑕疵免责声明与艺
术品鉴定之间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一、拍卖中的艺术品鉴定问题
在拍卖会上，价格是一种风向标，体

现了竞拍者对艺术品价值的认可程度以
及相应艺术家的市场号召力。而对拍卖
行而言，价格如同艺术市场行情的天气
预报，“可以揭示出某种类型的收藏能否
成为时尚弄潮儿还是明日黄花”。

拍卖价格与艺术品的真伪和品质直
接相关。“由于一件艺术品的价值部分取
决于其美学上的魅力，部分取决于作品
的真伪，因此对于购买者来说，识别作品
真伪至关重要。”由此，对拍卖中的艺术
品进行鉴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拍卖法律法规若干问题的探讨
艺术品作为一种投资对象，拍卖作

为一种特殊的交易方式，都令艺术品鉴
定成为一种刚需。

（一）拍卖标的的瑕疵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十八

条、第二十七条明确提出了“拍卖标的
的瑕疵”这一概念，第六十一条提出了

“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这一概念，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概念可等而视之。
但在拍卖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艺术品的
真伪认定与品质评价没有进一步的规
定。因此，艺术品“瑕疵”的具体所指，
各大拍卖公司可自行解释。我国的几
家拍卖行对“瑕疵担保”的论述主要集
中在拍卖标的的“真伪、品质、价值、现
状”四个关键词上，并无进一步论述。

（二）拍卖标的瑕疵免责声明存在
理由

“瑕疵不担保”是国际拍卖行业惯
例。对于一家拍卖行而言，确定所有拍卖
标的真伪或其品质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因
此多数拍卖行会在拍卖手册上做出瑕疵
免责声明。拍卖公司一般都设有艺术品
鉴定部门，对拍卖标的的鉴定水平，往往
能体现拍卖行的专业水准。在拍卖预展
上，拍卖公司会围绕重点拍品出示各类

“佐证”来为拍品的价值进行增重，其中不
乏过往权威出版物的刊载以及时下鉴定
界知名人士的解读等。这些都被拍卖行
称为关于拍卖标的的“描述、说明和意
见”，而非“保证和担保”。如果拍卖中涉
及到文物，当地文物主管部门会组织专家
对拍卖行申报的文物类标的进行实物审
核，再报请国家文物局复审通过。

但问题在于，对艺术品真伪和品质
的鉴定本就是一种“意见”表述，取决于
鉴定者的认知水平。在拍卖市场中，无
论是委托人、拍卖人还是买受人很可能
得出不同的鉴定结论。以专家目鉴举
例，艺术鉴定专家依靠过往的鉴定经验
和头脑中的“资料库”，通过仔细观察，把
研究物与同时代或同一艺术家的标准物
进行比较，被认为是最有效和最常用的
方法。但不同专家的学养不同，技能流

派、研究方法不同，有可能得出截然相反
的结论。例如，对古代书法作品《古诗四
帖》的鉴定，同属于国家文物局“书画鉴
定七人组”的谢稚柳、杨仁恺和启功3位
先生就得出了不同结论。谢稚柳先生鉴
定《古诗四帖》为唐代书家张旭真迹，以
笔墨形式风格分析为主；杨仁恺先生认
定真迹的依据是草书发展的历史阶段；
启功先生判定为宋人作品，用的是文史
考证法，以历史上避改帝王名讳为依
据。可以说，鉴定的困境是拍卖中“瑕疵
不担保”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有专家从拍卖行“瑕疵不担保”的
法理依据和现实情况给出了解释。中央
美术学院艺术法教授周林认为：“拍卖
人、委托人将其无法确知拍卖标的是否
存在瑕疵的状况，于拍卖前做出声明，而
将判断、决定权留给竞买人，这样做恰恰
是正确地向消费者披露信息，对消费者
负责。”拍卖行有责任和义务对拍卖标的
进行审查和鉴定并做出如实说明，这是
一种建立在“尽力而为”之上的诚信行
为，对应法律上的规定是“不得虚假宣
传”。相应地，拍卖行的免责声明正是其

“力有不逮”的表示，买受人为了抵御拍
卖标的“瑕疵”带来的风险，就不能全部
依赖拍卖行的“尽力而为”，而应充分认
识到拍卖行所出具的“佐证”的参考性，
更为全面地评估拍卖标的的现状。另
外，周林指出，“‘即使尽到努力亦难辨真
伪和品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概禁
止此类拍卖标的出售，则拍卖市场将遭
受过度打击；如果允许此类拍卖标的出
售，则拍卖人、委托人始终处于担保责任
的威胁之下。”从中可以看出，拍卖标的
瑕疵免责声明存在理由之一也是考虑到
了拍卖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保障参
与主体活跃度的这一事实。

但同时也应看到，“瑕疵免责声明”
并不是拍卖人、委托人以次充好、以假
乱真的保护伞，也“不等于拍卖企业可
以豁免对拍卖标的审查义务”，因为法
律条款中同时规定了“瑕疵免责声明”
无效的情况。

三、相关案例分析与思考
近年来，几桩“赝品拍卖案”由于涉

及金额较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其中就关乎拍卖瑕疵免责声明和艺
术品鉴定的核心问题。2005年的“吴冠
中画作赝品拍卖案”和 2011年的“冯大
中·君临山野老虎图赝品案”一个败诉，
一个胜诉，值得分析。

（一）吴冠中画作赝品拍卖案
2005年，原告以 230万元从北京翰

海“2005秋季拍卖会油画雕塑专场”上
拍得“吴冠中·池塘”油画一幅。后经本
画作者吴冠中先生亲自认证，此幅画系
伪作。于是，原告以“《池塘》实际是假
画，翰海公司和委托人在明知是假画的
情况下拍卖作品，翰海公司拍卖前所作
免责声明应当无效为由要求判决令撤
销相关拍卖合同”。最终，法院一审判
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一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翰海公
司拍卖前所作免责声明是否有效？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拍卖人、

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
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
责任”。北京翰海公司答辩称已履行展
示拍卖标的和告知免责条款的义务。
本案由于原告不能证实翰海公司及委
托人事先知道拍品是伪作，不符合免责
声明无效的条件。因此，原告败诉。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得到的启发是，
当竞买人在同意免责声明后，在竞买前
应利用展示时间充分了解拍品的现实状
况。本案中《池塘》的作者在世，竞买人
可要求拍卖行出具真品证明或提前向艺
术家本人求证。如果条件不具备，则可
以自请艺术专家进行鉴定，如果出现相
反的鉴定意见则要加倍小心，谨慎入手。

（二）“冯大中·君临山野”赝品案
2011年，原告在宝纶拍卖公司春拍

上竞得画作“冯大中·君临山野”，且拍卖
图录中用红色字体记载该画由“现藏家
直接得自画家本人”。2014年，原告委
托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拍卖画作“冯
大中·君临山野”，但艺术家本人却通过
保利声明该作品并非他的作品。原告以
宝纶拍卖公司虚假宣传为由起诉要求撤
销拍卖合同。宝纶拍卖公司答辩称“已
提前特别声明了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
伪或品质”，图录中的信息“均为参考性
意见，不构成对拍卖标的的任何担保”。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并拿出了关键证
据：宝纶拍卖公司提供的电话录音可以
证明委托人取得该拍品的来源是另一场
拍卖会，并非直接得自画家本人。这一
证据证明了委托人和拍卖人的过失——
隐瞒拍品的真实来源。二审法院认为，

“宝纶拍卖公司使用红色字体对涉案拍
品的来源进行描述，足以使竞买人对画
作来源产生错误认知，但宝纶拍卖公司
并未对该拍品的来源进行审慎审查。”由
此，二审原告胜诉。

此案中，二审结果推翻了一审结果，
这样戏剧化的转变背后，其法理依据值得
思考。根据本案的审理情况，一审时被告
宝纶拍卖公司的“免责声明”陈述被法院

采纳，因此一审判决原告败诉。那么在二
审中，为何免责声明就无效了呢？显然，
二审中原告主张的录音证据是翻案关
键。该录音记录了委托人和拍卖行明知
拍品来源的真实情况，却依然把虚构说明
印在拍卖图录上的行为。因此，二审法院
判定拍卖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对比“吴冠中画作赝品拍卖案”和
“冯大中·君临山野老虎图赝品案”，两个
案件都是买受人在取得拍卖标的物后，经
过艺术家本人证实艺术品系伪作的情况
下将委托人和拍卖行告上法庭，且都书面
签署了免责声明同意书。但前一个案子，
买受人无法证明拍卖公司及委托人事先
应知晓诉争拍品系伪作，因此不符合免责
声明无效的条件，故败诉。后一个案子，
买受人利用拍卖公司出具的录音证据直
接证明了拍卖企业审核失职，故胜诉。

结语
对于艺术品而言，真伪有定数，鉴

定无一论。这就决定了在实际的拍卖
市场中，艺术品的瑕疵责任认定成为问
题的核心。根据我国拍卖法律法规，拍
卖标的的瑕疵相关责任主要是瑕疵说
明责任和瑕疵担保责任，责任问题涉及
三类主体，委托人、拍卖人、竞买人（或
称买受人）。在拍卖的不同阶段，艺术
品的瑕疵责任问题涉及的主体不同、指
向不同。在拍卖前，也就是藏品的征集
阶段，瑕疵说明责任主要在委托人。拍
卖的预展阶段，瑕疵说明责任主要在拍
卖人。相应地，拍卖结束后出现纠纷
时，被追责的主体也是拍卖企业、委托
人。同时，法律也规定了“免责”和“免
责失效”的情况。因此，就拍卖企业和
委托人而言，理应履行合理审核责任和
瑕疵告知义务，从而提高拍品质量，减
少赝品官司。而竞买人则应充分利用
预展时间了解展品，明确“瑕疵不担保”
的适用情况，竞买到更有价值的拍品。

总而言之，艺术品拍卖是一项风险
投资，竞买人入手须谨慎，更需要积累经
验和学养；而拍卖业诚信经营、保障品质
才是持续繁荣的根本保证。 （文/刘兰）

拍卖法中的瑕疵免责声明与艺术品鉴定

杭州西湖岳王庙里，秦桧等四个
奸佞铸像赤身长跪于岳坟前，千秋万
代被人唾骂。风波亭沉冤得以昭雪，
世人得以辨识忠奸，岳珂起到了最为
重要的作用。南宋绍熙三年（1192）,岳
霖临终之际，向其子岳珂交代后事：

“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
耳目者，日就湮没。……苟能卒父志，
死可以瞑目矣！”时岳珂年甫十岁，承
父遗命，呕心沥血，终于在嘉泰三年
（1203），写成《籲天辨诬录》上奏朝廷，
为祖父辨诬伸冤，朝廷遂降旨追封岳
飞为鄂王，忠义之节，载于国史。

岳珂学识渊博，精于考史，长于
著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金
佗稡编》和《金佗续编》。据《金佗稡
编》序言云：“即汉制佩章之义，稡五
编为一，名之曰《金佗》。”所谓汉制佩
章之义，是指汉代的用印等级规定，
皇帝的印玺用白玉螭虎钮，王侯用黄
金橐驼钮，太尉与三公用黄金龟钮。

“金佗”即指黄金驼钮印，喻其祖父封
鄂王，书名源于此意。

岳珂收藏法书甚巨，善于鉴赏著
录。其所著《宝真斋法书赞》，是书画
鉴赏之煌煌巨作，四库全书收录时高
度评价：“考核精审，其文亦能兼备众
体，新颖百变，层出不穷，可谓以赏鉴
而兼文章者矣。”特别是每篇法书后
的赞语，独树一帜，冠古绝今，令人击
节。今藏辽宁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
帖》，卷后有岳珂的题跋和赞语，兹录
如下：

右唐人摹王方庆《万岁通天进
帖》真迹一卷，金轮御朝始制十三字，
今帖“岁”“月”皆用其体。唐纸精古，
此又独最他帖。按《唐史》，则天后尝
访右军笔迹于方庆家。方庆进者十
卷，凡二十有八人，惟羲、献见于此
帖。所谓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
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
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
皆轶焉。是时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

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
其事，复赐方庆。窦泉《述书赋》乃
谓：“当复赐时，后命尽搨本留内，更
加珍饰锦背，归还王氏，人到于今称
之。”故泉有“顺天矜而永保先业，从
人欲而不顾兼金”之句。有建隆新史
馆印，盖即当时摹取留内之本，而畀
之馆中者，建中靖国刻归《祕阁续
帖》。有小玺并颍川印而三。态备众
妙，摹逼天真，亦非它帖可拟。淳熙
己亥岁，先君在郎省，以一端石、四画
轴易之韩庄敏家。

赞曰：洛石赤心，以出宝图。燕
涏鸡晨，即瑞制书。有奕王门，南土
华腴。献其家琛，陈于玉除。笔法之
神，匪临伊摹。史馆之储，尚其不诬。

岳珂收藏的法书上至晋唐、下至
两宋，部分源于家藏，部分源于朋友
馈赠, 另外相当一部分通过交易购
买。《宝真斋法书赞》记载了一件令人
意想不到的交易，秦桧之孙有某者不
肖，挥霍无度以致倾家荡产，把家藏
的唐人摹王羲之《留女帖》卖给岳
珂。秦桧某孙对交易价格二十万钱
十分满意，其后陆陆续续又售给岳珂
不少法帖，肖与不肖于此明矣。

收藏法书名帖有赖于经济能力，
从岳珂的仕宦经历和收藏交易活动
可以看得出来，岳珂是一个难得的理
财能手。据《程史》载，岳珂年少时，
父亲岳霖在广州当官，就带他出入穆
斯林巨富蒲家，耳濡目染，故知晓贸
易经商之道。后岳珂以恩荫入仕，从

“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九品微职起
步，一路升迁，直至户部侍郎、总领浙
西江东财赋，为国家各种开支提供财
政支持，同时个人的财力也愈加雄
厚。

综观岳珂一生，忠孝尚义，博学
精鉴，诗以志之：

少年哭祖愤难平，著书吁天洗冤
情。平生最爱鉴法书，宝真斋中妙赞
行。 （文/赵伟松）

妙赞法书谁能敌：岳珂

范存刚花鸟画属于大写意一路。“大
写意”一说，溯源上自吴道子、梁楷、牧
溪，近世则称吴昌硕、齐白石为翘楚。范
君堪称是出色的后继。“大写意”顾名思
义，“大”是首义。大非指尺幅之大，而是
醉眼向天，解衣磅礴，直抒胸中块垒，虽
盈尺之画，具百寻气象。杜甫有句“大城
铁不如，小城万丈余”似可况之。

“大”要具雄闳气格，气格注定大
小，雄闳自生大气，除却范君的天生笔
性，其背后是弃小巧、拒雕凿、汰烦琐、
求洗练的由心智到笔墨的长期艰辛历
练。技进乎道，道助乎技，道技相长，方
能意气勃发，天风海涛，涉笔即至善

处。真正的雄闳，堂正、朴茂、敞亮，是
胆与魂的黄钟大吕般的交响。舍此则
大必失当，大必空乏，大必坠于妄荒，则
不足以大称之。

范君的画好在“写”字诀。六法贯
通八法，画艺与书艺相辅，如此始有信
笔得趣的独特书写性。通笔法，善使
转，则无论粗细、方圆、渴润、浓淡、畅
涩、虚实，皆能篆隶行草交替生发，有耐
人咀嚼的滋味。故而，“写”在大写意画
风中始终具有脊梁的意义。

范存刚的画是“大”“写”且生“意”
的。“意”者，非画者自以为是的惬意，也
非浅表性的似有若无的有那么点意思，
更非徒存外壳而其失内涵的糊人之
意。大写意之意，应是历来文人画的深
邃而又浓缩后彰显的意趣、意境、意象，
是由形而下的笔墨色，升华到形而上的
具备高妙艺术哲思和美学高度之“意”。

大写意要的是万法归一的精粹提
炼，给读者以由一化万的丰厚、醇郁的
寓于目而驻于心的悠长美感。缺失下
笔前的千锤百炼，缺乏挥运中的笔精墨
妙，绝无真正的大写意，其结局难免废
画三千。

大写意，精微
始终是内在的灵
魂。阔笔泼洒的
画作理应是灵魂
的外化。从另一
层面讲，大写意画
往往可以精微的
物 事 相 衬 托、呼
应，于细枝末梢处
生矛盾、起波澜、
见匠心。齐白石
堪称是典范。

范存刚的佳作，不只是能让人读到
笔挥墨拨的乐趣和妙处。我注意到他
深谙印学中计白当黑之道，着力用心于
空白处，苦心孤诣。在无笔墨处生笔
墨，布局大空间，留神小空间，给人以空
白也是精心画出来的感悟。可贵可
喜。区别于不少大写意画家对空白的
漠然忽视，足见范君的睿智。

高妙的大写意画风，其受众不为时
空、地域所囿，然好尚自多差别，大致北
人好拙朴雄豪，南人好温润静雅，外人
好奇谲丽色。范存刚有广阔而独立的
文化思考，诗心文胆、放魄守魂，狂其
貌、练其质、妙施彩、静其性。范存刚青
春正富，性笃气厚，愿景可期。国力决
定前程，开放揭示未来。大写意画风在
当下，不乏坚韧、顽强、自信的锐意求新
者。他们大多具有清醒的世界视野，有
担当、有理念、不崇洋、不迷外、不薄今、
不恋古，且凭借五千年华夏绚烂文化的
依托和滋养，坚持中国特色的中国画创
作，无论是工是写，必有与大国强国匹
配的气象，并以更深广震撼的影响力屹
立于世界艺坛。相信范君与余都有极
乐观的期待。 （文/韩天衡）

意趣高妙 气象百寻
——读范存刚画作随想

张世刚先生是辽宁人，但他的字，
却是北人南“风”。

书法分南北两派，这种说法大抵
自清代中晚期起日益盛行，经过晚清
及民国人的不断理论完善，这种南北
两分的视角，彻底改变了我们今天观
察书法史的方式。如果按照这样的
南北两分法，世刚先生自然属于“南
派”，即取法帖学经典正脉，笔端传达
着精谨的“法”，洋溢着文气的“趣”，
有明人之淡宕、宋人之俏逸、晋人之
洒落。

当然，在世刚先生看来，书法分南
北，或许是不妥的。他有这样一首论书
诗：“论书何必北南中？笔法千家自古
同。侧入平铺提按过，万毫齐力气神
通。”

既然书法不可分南北，那么，我们

自然不必狭隘地将世刚先生乃至启功
先生等归为帖学一路。就世刚先生的
书法而言，我更愿意谈谈他字中的一种
宝贵的力量：沉静。

世刚先生说：“一个人能安安静静
地坐下来，读读书，临临帖、写写字，一
定是个有福报的人。”也难怪，古人说

“无事此静坐，有福才读书”。
世刚先生的书法，乍看是艺术风格

的呈现，细细品味，实则是其内心世界
的彰显。我不愿过多地去分析其风格，
一方面是因为我相信风格是最外在的
东西，每个人都可以直接用眼、用心感
受，毋需多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世刚
先生坚定地认为书法是文化的，而非艺
术的：“书法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文化的，
它的形成标准、游戏规则、审美原则都
是高级人类（其实就是文化人）所制定
的。因此可以说书法是智者的艺术，是
上上人的艺术。换句话说，是中国文化
人的艺术，当然，它的性质必然是文化
的。”（详见张世刚《中国书法的文化属
性》）。

如果从外在形态分析，世刚先生
书法的“静”则是建立在动、变的基础
上的。他的另一首论书诗是这样说
的：“笔落势来何可当！犹如快马阵
前扬。挥毫最忌直来去，点画还应百
态张。”这种“百态张（扬）”并不让人
感到乱、躁的原因，恰恰在于他对风
格的拿捏始终恪守着前代经典中所
蕴含的那个“度”：狂不逾矩、重不淤
滞、飘不虚浮、正不拘板……他恰恰
是用内心的沉静，统摄着他的毫端万
态。

世刚先生说，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
利人、利大众、利社会的，也一定是感染

人、鼓舞人、启迪人，让人感到人性温暖
与善良的，同时能提升人性的本来智
慧，唤醒蒙昧人生的。他还有一首这样
的诗：篆隶真行草字规，俗成约定不容
隳。挪头换面翻新样，天怒人愁神鬼
悲！

世刚先生如一茎莲，任时风吹过，
于寂静中绽放，于沉静中结实，彰显出
毫端的、内心的力量——自然，也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力量！ （文/刘光）

沉静的力量
——张世刚的书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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