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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艺术品市场的繁荣离不开
收藏家群体。很多收藏家，都是从一个
偶然开始，逐渐走上了资深之路。本期
访谈嘉宾是蒋朝显先生，他从介入收藏
到成为专家，傅申先生对他的教导、点
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让我们一起来
倾听他和收藏的故事。

“我的收藏，
其实从小时候就开始了”

崔漫：蒋老师您好！您从事艺术品
收藏多年，当初是怎样的机缘，让您的
目光从书法、绘画上投向了艺术品收
藏呢？

蒋朝显：打小我就喜欢留存一些写
过、画过的纸张，那时候书本纸张很是
珍贵，所以父母常说：“百年无废纸”。
于是我就有意无意地把一些写过的纸
片、字条都珍藏起来，包括同学之间的
画作、便条，有的甚至保存到了现在，已
经几十年了。我的收藏，其实从小时候
就开始了。

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收藏大概是
在2007年。我自己本身写字、画画，当时
又做艺术刊物的编辑，经常与书画家交
流，结识不少书画家朋友，有时得赠作
品，因情谊难得，就会珍藏起来，那时候
没有想过这些字画能成为我艺术品收藏

的开端。后来我发现日常写字作画时，
笔墨的韵味无法达到古人墨色的精彩，
才留意到古代好的艺术品使用的纸、绢、
墨、色、砚等等都是极为高级的，好的材
料非常昂贵，一件上乘的作品不仅需要
作者的功力，还需要上好的纸墨，于是我
便走向艺术品收藏和投资这条路。

崔漫：艺术品藏家中有的关注学术
研究，有的聚焦市场投资，您如何看待
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

蒋朝显：做收藏，有的是纯粹喜
欢，欣赏、传世；有的是收而不藏，收完
就卖，当生意做；再有是以藏养藏，既
收藏，也交易。无论哪种，都要有专业
的眼光，我更倾向于做研究型藏家，收
藏它就先把它研究透彻。这也是早年
间踩过坑得来的经验、心得。比如，我
想要收藏赵朴初作品的时候，我就把
跟赵朴初有关的书买回来研读，把拍
卖图录上的真赵朴初作品全部裁下来
专门做成册子，没事就翻看。后来，我
陆续收藏了三四十件赵朴初的作品，
其中有不少藏品还被研究艺术史的专
家借去写了文章，做了研讨会。收藏
离不开研究，研究也离不开收藏。随
着收藏的眼光、认知不断增长，藏家把
藏品再拿去做交易也是常事，艺术品
本就有投资属性，但如果是纯粹倒卖、
炒作，不利于艺术品市场的良性运转，

就非常不可取了。

“鉴定如同破案，
收藏就是保存物证”

崔漫：您提到收藏要有眼光，那怎
样培养这个眼光呢？

蒋朝显：这个眼光就是审美，一方
面是要进行理论学习，知道什么是美，
同时也要大量地看，去博物馆看，去美
术馆看。你在《中国书画》工作从培养
审美眼光来说起点已经很高了，因为你
看得都是真东西、好东西，都是精华。
有个故事说罗振玉有次把自己淘来的
古玩给溥仪看，溥仪看后一眼就指出了
其中的赝品，罗振玉不信，请高人鉴定，
结果与溥仪说的毫无二致。罗振玉询
问他是如何判断的，溥仪答道，“我不懂
你们那些鉴别方法，只是觉得有几件东
西和我家里的不一样。”

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
乎其下。所以多看真品原作，才能让眼
睛的纯净度越来越高。拍卖现场的名家
作品，有的人不敢认，怕名家作品仿作
多，不敢举牌不敢拍，导致错失佳作。说
到底还是研究得不到位，看得不够多，没
有参照比较，导致心里没底。眼光足够
高的时候，鉴赏拍品的能力自然也就高
了。我最近研究郑板桥，就是因为前段
时间有一件郑板桥的拍品，我犹豫不决、
判断不准最终与之失之交臂。

崔漫：收藏要懂得鉴赏，需要审美
比较，目鉴考证。

蒋朝显：刚开始我想得简单，觉得
自己会写字画画，懂得什么是好字好
画，就能看得八九不离十，事实上这跟
鉴定真伪是有差异的。书画鉴定是一
门专门的学问，从作品的构图、气势、神
韵，到运笔、施墨、设色的功力，再到题
跋、落款、印章，以及作品的纸张、装裱、
流转经过等，需要系统地掌握多方面知
识。为此我专门去胡开文墨厂自己造
墨，宋以前古人用松烟多，宋代晃贯之
在《墨经》中这样描述：“自昔东山之松，
色泽肥腻，性质沉重，品惟上上，然今不
复有，今其所有者，才十余岁之松。”后
来因为松树的大量砍伐，才慢慢开始大
力发展油烟墨。但每个时代的墨色是
有一定规律的，从墨色的呈现就大概分
辨出时代的特点。你用现代的墨汁去
仿制古代的一件作品，从墨的含胶量就
可以确定这件作品的真伪了。纸张也
是如此，每一个时代的纸张都有这个时
代的烙印。每个环节看似孤立，实则连
续。一件作品，说假容易，说真很难。
就像侦探小说中推理环节一样，所有的
证据需要形成一个闭环。鉴定如同破
案，收藏就是保存物证。藏品就是以这
样有趣的方式传承了人类文明。

比如我跟傅申先生研究唐代一件
书法作品时，从书风、用笔与墨痕、创作

年代、流转经过等方面进行佐证鉴定，环
环相扣，就像傅申先生所说，“有一分证
据，说一分话。”举个当中的例子，关于推
断考证创作年代，我们根据新旧《唐书》
的记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岁荒，斗
米千钱，人相食。761年，江淮大饥，作者
只能在金陵一带徘徊，靠人周济为生”。
在连续两年爆发严重饥荒的情况下，作
为当时的历阳县令，担心灾情、灾民、社
会治安还来不及，怎么会有心情与其挑
灯行酒、“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呢？
所以不会是这一年所作。

崔漫：傅申先生是您的老师，能谈
谈他对您的影响吗？

蒋朝显：傅先生对我影响巨大，对我
的指点细致具体，使我受益匪浅，引导我
走上科学的鉴定路线——不仅是停留在
传统经验鉴定基础上，更有完善且系统
的学术理论支持。单就鉴定这方面，在
他的引导下我才逐渐找到一些思路和想
法。前些年有一件明代状元赵秉忠的作
品需要鉴定，但是目前明确记载的真品
是他20岁左右的状元卷，现藏青州博物
馆，鉴定真伪难度很大，一是只有一件参
照物；二是唯一的参照物是考试时用官
格体写的试卷，太过规范；三是他当时只
有二十多岁，还很年轻，人的写字风格随
着年龄增长会有变化。当时拿到手我也
很头疼，从常用的鉴定来看：书法写得很
好，纸张年代也没问题，但是否为赵秉忠
所写就需要佐证了。傅先生建议，先把
作品里的诗词内容写出来，根据史料找
找在他当时生活中有没有诗词里提到的
内容出现。同时，把里面的每个字和状
元卷里的字一个个对比，整体对比、拆分
对比，尤其是一些特殊字的用笔方法和
习惯。这些方法都对我进行鉴定大有裨
益。傅先生学养深厚渊博，在他的影响
下让我开始明白，书画鉴定要系统构筑
自己的知识架构，需要的是对整个书画
史有全面地研究。

“研究一件藏品就有可能是一个
发现历史的过程”

崔漫：每件藏品都包含着庞大的信
息量，在研究过程中要不断地追溯，正
如您所说需要“构筑系统的知识架构”，
这是不容易的。

蒋朝显：做学问没有容易的，但很有
价值，这也正是收藏的意义所在，每一件
藏品都有它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文献
价值。研究一件藏品就有可能是一个发
现历史的过程。我曾经无意中看到一个
唐代武则天时期的墨书墓志铭原砖，当
时很吃惊，因为书风极像颜真卿。做相
关研究的专家朋友看到我拍的照片也吓
一跳，颜真卿是一代大家，这个砖石上的
书风让我们很震撼，难道民间的书法已
经有这个书风的雏形？抑或是古人偶然
的意合？于是就开始研究溯源。颜真卿

或许当年也是看过某种风格后觉得不
错，加入自己的痕迹后形成了自己的风
格，进而创造了一个时代。

研究藏品也是一个上下求索的过
程，“学然后知不足”。比如收藏了王文
治的作品，就要研究笪重光、董其昌、米
芾等人，了解师承关系很重要。王文治
早年师从笪重光，受其影响颇深。行草
书则学自《兰亭序》和《圣教序》。后潜
心于米芾、董其昌之法，清妙妍美，俊朗
疏秀。王文治学书，常常达到“遗得丧，

忘寒暑，穷昼夜”的地步，足见其于书法
用功之深。当时有谚：“天下三梁，不及
江南一王”，“一王”便是王文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现在
收藏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收藏
得越多，就会发现要学习的东西就更多，
就像刚才说的，收藏和研究谁也离不开
谁，是相辅相成的，藏品承载着丰富的文
化内涵，做收藏既能对艺术品进行保护，
又能对文化追溯探索，是文化承前启后
的桥梁。 （文/崔漫 图/蒋朝显供稿）

收藏为文化承前启后搭建桥梁
——访收藏家、书画家蒋朝显

近日，由华夏文化促进会主办、《中
国书画》杂志社承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重要论述”座谈会暨第三届中国非遗传
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青年书法家专
场在北京举行。该学术活动为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活动在证券日
报大会议室举办，论坛主席、华夏文化
促进会非遗分会会长常月红出席并致
辞，《中国书画》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刘光
作学术主持。

青年书法家专场旨在搭建一个青
年书法家交流平台，提升青年书法家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探索新时代中国书法
传承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来自全
国20余所高校的青年书法家代表参加
了活动。

与会青年书法家从非遗的保护、传
承、发展视角，就书学研究理念、书法史
论、书法教育等方面展开研讨。

在书学研究理念方面，澳门科技
大学尤德民认为，与近现代中国画的
发展相比，中国书法的发展更能体现
出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进入新时代，
中国书法更应肩负中国文化的责任。
浙江大学赵冲认为，书法史研究创新
的关键在于确立立场和视野，研究者
应深入探索历史情景，重视书法实践，
与古人对话，推动思想碰撞，为书法研
究注入新的活力。首都师范大学席乐
强调，书法史研究面临着理论与方法
创新的时代命题，要借鉴艺术史研究
的多维视角，探讨中国书法与世界艺
术史研究接轨的可能性，推进书法研
究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李奕彤遵循
思想史方法，考察近五十年日本书学

观念的嬗变。她认为，借鉴日本书学
发展经验，对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学
术创作和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具体到书法史论研究层面，吉林大
学田宇认为，中国古代书法发展呈现出
两条轨迹：一是追求美观端庄；二是抒
发自我，挥洒个性。郑州大学朱梦远认
为，汉代石刻文献与书法研究突破在于
研究其现存与佚失、产生背景、书写主
体和两汉书风。汉代石刻既是文献史
料，也是书法艺术的重要源泉。西安美
术学院沈裕梓认为，小方盘城出土的西
汉中晚期习字牍，揭示了汉代边塞书法
的承传，对于了解习书制度、书写工具、
书体、练习方式等具有重要价值。湖南
大学莫红林认为，简牍材料为书法史研
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尤其在楷书
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于楷书
起源、发展时间和标准仍存在争议，需
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中国艺术研究
院黄琦认为，欧阳修的书学话语存在悖
论，他追求自由书写却对唐人的成就感
到遗憾；推崇字学观念却回避实际书
写。这种悖论反映了他在试图超越前
人时通过转变标准和超越书写本体来
实现理论上的突破。湖北美术学院张
烁烁认为，宋代印刷术的推广刺激了印
刷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字职能的分
化。印本的普及为书写风格的个性化
提供了发展空间，注入了重视学问的人
文内涵。暨南大学孟安康认为，项穆在

《书法雅言》中以理学的视角探讨书学，
将“书源”与“道统”相结合，寻求书统的
正统内涵。这体现了汉唐以来“贵和尚
中”文化精神，也是明代书法在哲学文
化领域中寻求突破的体现。中国传媒

大学姜洋认为，康有为的“康体”行楷书
技法研究对于汉字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他通过汲取汉隶技法，创造独特书风，
为书法发展和文化传承做出了积极
贡献。

鉴藏活动对书法的传承影响很大，
清华大学刘昱菡认为，在书法鉴藏研究
中，应传承与创新并举。中国矿业大学
任杰认为，书法鉴藏研究有利于书法艺
术的保护和传承，传统与现代的相互融
合，为书法艺术的生态保护与研究提供
了新的路径和视角。

在书法教育与书学传承方面，中国
美术学院金恩楠认为，书法艺术在新时
代面临机遇与挑战。高等书法教育成
为重要方式，教育部将书法学科升级为
一级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南京艺术学
院王吉凯认为，书法研究的可持续性发

展需要拓宽研究视野与方法，与其它学
科进行交叉互补，准确把握书法艺术的
时代性。中山大学杜立认为，儒家教育
以“乐”为核心，对道德、艺术和审美都
有深远影响。书法观念也受儒家思想
的影响，与“乐”在“心”“性”“情”“功用”
等方面有共通之处。山东艺术学院罗
艳清认为，当代书法发展中存在人文缺
失，出现追逐名利而背离艺术发展方向
的情况。需要回归人文本质，建构当代
精英文化书法的新风尚。北京语言大
学吴倩通过研究石涛、齐白石的艺术经
历认为，书法的发展需要回归“通”的精
神，应保持开阔的视野，实现“通”与

“专”的有机统一。首都师范大学熊英
凯强调，书法多样性需要建立综合性、
系统性的传承发展机制，包括书法风
格、书写工具及材料、以及书法的物质
载体及相应场景，通过有效的措施，促
进书法这一人类非遗项目在新时代更
好地传承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张铜伟
认为，金石学在书法学科建设中的重新
定义与重塑，应综合考虑时代变迁与学
理变化，为书法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思路
和方法，推动学科发展与创新。北京师
范大学周正分享了参与北京市教委与
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开展“高参小”项目
三年的实践，并以设计的《二十四节气
与书法》课程为例，讲述了如何让学生
们随四季演进，学习节气知识，同时磨
炼书法技艺。中南大学肖可馨分析了
学习书法的取法、书法创作与学术研究
的关系以及传承与创新的问题。

华夏文化促进会非遗分会副秘书
长冯军伟认为，从不同视角探讨书法的
形成、演变和影响，可以更好地促进其
传承发展，要通过对多种资源的深入研
究，加深对书法艺术内涵的理解，更好
地挖掘其独特魅力和价值。

本次活动学术主持刘光在总结时
强调，青年书法家要主动融入社会，在
加深个案研究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的了
解，除了学术研究，要考虑通过书法展
览、开放讲座等形式，积极向公众传播
书法文化，为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注入
活力。 （文/周正）

第三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举办青年书家专场

探讨新时代中国书法传承发展 努力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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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现场

2023年，永乐拍卖迎
来三周年。6月29日，北
京永乐2023春季拍卖会
在北京四季酒店启幕。
本次春拍共呈现7大品类
12大专场，2000余件拍
品，涵盖现当代艺术、中
国书画、中国古董珍玩、
珠宝尚品、古籍善本、名
酒佳酿等。其中，在永乐
强势的现当代艺术板块，
推出了“览胜——现当代
艺术”、“现在即未来——
全球视野中的新绘画”两
大夜场，更多罕见精品力
作汇聚，国际阵容更加强
大。其中，由吴冠中艺术
专题领衔的“二十世纪艺
术”；刘野罕见巨作《巴洛
克》；奈良美智、草间弥生
罕见力作；刘炜、周春芽、
曾梵志等代表作品汇聚

“览胜——现当代艺术夜
场”；此外，还有由中国、
日本、西方新锐艺术家集
结的“现在即未来——全
球视野中的新绘画”夜
场。组成了本季永乐春
拍现当代艺术星光熠熠
的阵容。

在书画版块携古代
书画及近现代书画300余
件拍品，多个专题多个亮
点，其中古代书画部分以
王原祁山水扇面十二帧罕
见册页为领衔，近现代书
画多个专题颇具亮点，汇
聚了齐白石、张大千、陆俨
少，吴冠中、徐悲鸿、黄宾
虹、黄胄、关山月等精品佳
作。据悉，此次春拍的拍
卖时间是7月2日-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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