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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民国初年，在社会的剧烈动荡变
革中，当时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国家博
物馆”清宫收藏的历代书画珍玩，在隆隆的
枪炮声中纷纷散佚宫外，流向民间，其数量
与质量都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此时社
会上充斥着各种身份的古董收藏者与古董掮
客，不论东洋人还是西洋人，都觊觎着清宫
旧藏之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纷纷扰扰
的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前期的几十年间，战火
中的民国收藏风气日盛，官僚、贵族、士绅、

名流、军阀、文士、商人等社会上的各色人
等，均会或多或少接触参与收藏，一大批本
土收藏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造就了一批声
名卓著的鉴藏家。以书画鉴藏为例，就有庞
莱臣、吴湖帆、狄葆贤、叶恭绰、徐悲鸿、刘海
粟、张伯驹、张大千、钱镜塘、王季迁、徐邦
达、谭敬、张珩等人，他们均富有收藏、精于
鉴赏，庞莱臣、吴湖帆、张伯驹、张大千、王季
迁、张珩为其中翘楚。他们藏品丰富、品类
精全、影响深远，被后人誉为“20 世纪书画收

藏六大家”。
在众多书画收藏家中，仅有一位可以称得

上是“冠绝全国”的大藏家，他就是庞莱臣。他
除了对于书画兴趣浓厚之外，对于青铜器、陶
瓷器、玉器、鼻烟壶、碑版和文房器具等均有涉
猎。他被誉为“在海派收藏界坐头把交椅”，

“近代的大收藏家中的顶级大师”“私家收藏之
富为全国冠”。郑孝胥称其收藏“甲于东南”。
在海内外鉴藏界有极大影响的“国际王”王季
迁则说：“上海有一位收藏家庞莱臣，是全世界
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数千
件。”

庞元济（1864—1949），字莱臣，号虚斋，浙
江省湖州市乌程县南浔镇人，被誉为“浙江民族
工业的开创者”。庞莱臣直接或参与投资经营
的范围很广，除了传统的缫丝业、棉纺业、造纸
业、典当业、金融业之外，还涉及当时的新兴产
业，如交通业、电力业、地产业、食品业等多种行
业。他先后创办了一大批现代企业，投资总金
额超过300万元，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企业重要的
开拓者之一，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上亦留下了他
的足迹。

庞莱臣是商人、实业家出身的鉴藏家，与
书画家、文人、官僚等出身的传统鉴藏家有着
明显的差异。我们从庞莱臣“虚斋”藏画的情
况来分析可以看出，庞莱臣的收藏趣味倾向还
是受到了上海地区传统书画收藏圈的影响。

《虚斋名画录》《虚斋名画续录》《历朝名画共赏
集》《中华历代名画记》与《名笔集胜》这五部书
所著录的历代名画，大致可以概括庞莱臣“虚
斋”藏画中最精的一部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
庞莱臣的书画收藏基本取向于唐、五代、宋、元
名家作品和吴门、明四家、董其昌为代表的晚
明文人画、清四王及其传派等，其藏品所强调
的收藏倾向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清宫庋藏书画
的选入标准，代表了清末至民国年间传统鉴藏
家的整体收藏趣味和偏好。明末以降，晋、唐、
宋、元书画是书画鉴藏家们的首选目标，藏品
中有无晋、唐、宋、元画，被认为是判定一位鉴
藏家是否成为真正大家的标准。故此，在清宫
庋藏几乎囊括天下名迹时，民间藏家仍然遵循
着这条标准，对于晋、唐、宋、元书画的竞相追
逐仍是书画收藏界的一大偏向。关于收藏界

这一普遍却又特殊的癖好，庞莱臣毫无例外地
遵循。所谓“高古”，这当然是庞莱臣“虚斋”藏
画的趣味倾向之一。至于元代以后古代书画
鉴藏，庞莱臣则注重以文人书画谱系为主脉的
收藏。所谓“南宗”绘画，具体表现在对于明中
期“吴门四家”、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晚明文人画
家作品和清“六家”及其传派作品的搜集。“南
宗正脉”是庞莱臣“虚斋”藏画的另一趣味倾
向。他的收藏趣味倾向一方面展现出自己与
传统鉴藏家群体有着相同的赏鉴品位，另一方
面更象征着自己继承了传统“南宗”文人画的
精神气质。

综上所述，庞莱臣“虚斋”藏画趣味倾向的
特点是：一、不遗余力地搜集晋、唐、宋、元绘画
作品，最好是名家名迹，否则，当代的优秀画作
也未尝不可；二、重视以明中期吴门画派、董其
昌为代表的明末文人画、“清六家”及其传派为
主线的“南宗”文人画体系的书画作品的收藏，
务求名家名迹，或者是名家不同阶段的代表性
作品；三、对于“南宗正脉”之外名家作品的收
藏，如八大山人等，采用浅尝辄止的态度，非精
品力作不藏。

中国有句古训：“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庞
家如果从庞莱臣父亲庞云鏳创业算起，庞莱臣
则是“富二代”，其孱弱的独子庞锡宝，刚到而立
之年便离开了人世，能够称得上“富三代”的则
是庞莱臣的侄子、养子庞秉礼，但毕竟是“养
子”，两个年幼的孙辈庞增和与庞增祥成了实际
上的“富三代”，所以在庞莱臣立遗嘱分家产时，
已各自分得了庞莱臣“虚斋”庋藏的一部分。与
庞莱臣同为南浔乡贤的近代藏书、刻书大家刘
承干在《嘉业堂藏书志·自序》中说：“自天下之
大言之，则失于此者得于彼，散于私者聚于公。”
果真是一语成谶，“虚斋”藏画的庋集、散佚与归
宿确如刘承干所言。虽然“虚斋”藏画在庞莱臣
生前便开始转卖，但是大量的散佚则是从“富三
代”开始。庞莱臣不会想到，他的子孙也会和

“平等阁主”狄葆贤晚年一样败落到卖画为生的
地步。

庞莱臣生前，不知出于何种想法已经开始
转卖“虚斋”藏画。“以藏养藏”是鉴藏界的惯例，
庞莱臣也不例外。然而当时庞莱臣实业兴盛，
生活富裕，并不缺少买画的资金，审其所卖出的

画作也并非全是伪赝差劣之作，如韩幹《呈马
图》、李成《寒林图》、郭熙《峨嵋积雪图》、崔白

《烟江晓雁图》、李公麟《醉僧图》、倪瓒《林亭春
霭图》等。当然，庞莱臣自有他的想法，半个多
世纪之后的我们难以猜度。庞莱臣生前转卖
的“虚斋”藏画，部分流入了国内藏家手中，部
分流向了海外。抗战之前，庞莱臣通过外甥张
静江与其兄弟张弁群，以及民国年间的大古董
商卢勤斋，利用参加巴拿马博览会的契机，将
一些“虚斋”藏画运送到了海外。《中华历代名
画记》便是一本以向外国宣传介绍“虚斋”藏画
为主要目的的画册，当然，不排除有“可供商品
目录”的性质。今天，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宾
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底特律美术馆、纳尔逊·
艾京斯美术馆、克里夫兰美术馆等处均藏有

“虚斋”藏画。 （文/庞鸥）

庞莱臣：收藏“甲于东南”的虚斋主人

中国的绘画从来不以写实为
最终目的，而是一种写意的艺术，
这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性与中国人
的审美决定的。写意，是中国艺术
的根本特点，是中国艺术的艺术方
法和民族特色，工笔画亦不例外。

工笔画和写意画作为两种不
同的中国传统艺术样式，却同样是
以追求对“意”的表现为目的的，
是殊途同归的两种艺术样式。工
笔画一方面以“应物象形”为手
段，因为它有写实的要求；另一方

面它的形式因素又决定了它不可
能完全写实，因为工笔画中的线条
和色彩在真实物象上是找不到的，
它们只是用来反映我们对事物视
觉感受的虚拟性的艺术语言。如
此，工笔画就具有了写实与非写实
的双重矛盾，然而，在这对矛盾
中，工笔画的形式特点恰恰又是集
中体现在非写实，即艺术语言的虚
拟性上的。

严格来说，工笔画不可能也不
必要完全逼肖对象，其所谓的写
实，只是相对于写意而言的，它也
不必像西洋画那样对物象进行逼
真的描绘。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
工笔画的这种艺术语言的虚拟性
所日益显示出来的兼容性和可塑
性，以及它对民间艺术、宗教艺术、
传统艺术、西方艺术的吸收，为其
向现代形式的衍变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任何画种都有它的独到性和
局限性，因此必须善于扬长避短，
就工笔画而言，挖掘其特有的功
能，使其尽可能地体现画种独特的
艺术魅力，使完善的艺术语言与丰
富的物象描述完美的结合，去表征
生活中的人文精神，如此方有可能
造就现代工笔画的语境和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讲究共性的，
如“求大同，存小异”，对待“异”的
态度往往倾向于“平常心是道”。

如果将之引申至绘画上，就要求画
家尊重共有的客观规律和艺术规
律，因为“大同”是一个包容万千、
博大宽广的艺术境界，而平常心则
是一颗“大”心。在绘画上，要我们
追求一种“大”风格，而不仅仅是狭
隘的个性。 （文/陈湘波）

现代工笔画的语境
人生有许多机缘巧合，也未必不是必然。我

以写日记的形式而固定的某种生活习惯，不曾想
多年之后，竟成就了我对书写传统近乎“信仰”般
的执着，这个习性引发了我日后对手札的痴迷，
并且开始收藏的嗜好。2002 年 10 月，这种关注
于冥冥之中指引我在上海邂逅了赵之谦的《论学
丛札》，这是上海崇源高价拍出的“重器”，于是
乎花落我家，就此成全了我和《论学丛札》的使命
之约。

原本以为经手一件经典遗墨，无非“收藏”而
已。敬畏伺候于匣中，又能如何？没想到此《论学
丛札》，自打落户我家，闻者来访络绎，刊载者不
绝，门庭若市，一本难求。一时间议论者滔滔，乐
道者绵绵，我本无意成为“专家”，此时也被坊间传
说成学问、眼光如何如何了得，这是赵之谦历近二
百年仍垂范于世人的书写坐标。《论学丛札》的附
加值可谓大矣！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此札历经辗转于海内外
百年，坊间暨学术界众口皆碑。此札一出，各路学
者因缘际会，“赵之谦”再次成为话题。此札涉及
音韵、训诂、历史、人文、书法诸般领域，又涉及针
砭时弊，嬉笑怒骂，这些尽在翰札之中呈现。我是
演员，此刻恨不能粉墨登场，演绎出一个毁誉不
计、宠辱不惊的“撝叔传”给你。

《论学丛札》经由罗振玉、罗继祖祖孙的考辨
而传承有绪。这件作品曾辗转流离于海内外，如
今算是暂且栖息到个“好人家”。每每夜深人静
时，我常独自面对“赵札”小酌，信不信由你，我们
彼此有话说，且都在翰札中。

2002 年，上海崇源对《论学丛札》敬畏之余，
对上拍心存疑虑，“多达三十九通的赵之谦致胡培
系的信札”，由于是艺术拍品，行将为人购求，其
后一旦为藏家秘玩深扃于箧，则如此珍稀的资料
又将尘封，这无疑是关心研究赵之谦者的憾事。
遂引出专家研讨并征得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
究所所长严佐之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柳曾符先
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徐建融先生、上海图书馆古
籍部郭立喧先生的论文发表，如此恭谨，如履薄
冰。我的压力无形中越来越甚，魂牵梦绕着要做
点事出来。2009年，《论学丛札》在《中国书法》十
月期刊出，据说一发而空，我想讨多一本也不成，
遂成心病。

又过了八年，2016 年嘉德秋拍，我再次拍下
《撝翁墨妙》，这为赵之谦致赵瞳等信札十八通。

2017年我整六十岁，闻鸡起舞，两批翰札正好
凑整四册本，请名古屋的邹涛先生（《中国书法全集·
七十一赵之谦》卷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先
生（专研《国朝汉学师承记》及赵之谦）撰文，加上严
佐之先生、柳曾符先生两篇专撰，共四篇，又请暨南
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曹宝麟先生题签，“四菜一
汤，有荤有素”。《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交由北京雅
昌二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精装出版，算是对好书者、
暨赵之谦先生有个交代，也不枉“赵札”与我的一场
缘分。 （文/崇本堂）

我与赵之谦翰札的一段缘分

陈湘波，生于 1963 年，
湖南邵阳人。现任深圳市关
山月美术馆馆长。中国工笔
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
学会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研究
生导师等。国家一级美术
师。出版著有《近现代中国
画大家·关山月》《百年山月·
陈湘波文集》《文心墨韵—陈
湘波画集》《当代美术家作品
丛书·陈湘波》等。

陈湘波 独闻幽竹声 44.5cm×68cm 纸本设色 2016年

陈湘波 秋风摇翠竹
94.5cm×44.4cm 纸本设色 2016年

陈湘波 谷雨迎春生 94.5cm×74.4cm 纸本设色 2016年

[清]赵之谦 行书信札 纸本 崇本堂藏

陈湘波 翠影藏低荷 43cm×43cm 纸本设色 2013年

[清]赵之谦 论学丛札 纸本 崇本堂藏

[宋]赵佶 鸲鹆图

湖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庞氏旧宅

[明]唐寅 春山伴侣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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