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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已知道，凡是克隆性质的书

画作伪，均客观存在着母、子本问题。

据我个人估算，现在海内外艺术市场

上的克隆类型伪作，会占到所有伪作

总数的一半以上份额。因此，站在辨识

工作者的角度看，鉴定者专业素质的

高低完全取决于是否 “见多识广”

（指接触到的所有名家或某名家的原

作和相关资料较多）。收藏鉴定阅历

丰富者发现伪作母本的几率要大，揭

伪能力相对就强；而从作伪者（包括

售假者）立场说，若能让鉴定和收藏

某名家伪作者始终发现不了当局伪作

的母本，那么造、售假行径就会长时间

不受“惊扰”。

在本人的书画鉴定经历中，有一种

“克隆”性质的书画作伪手段相对最难

发现伪作的母本，那就是“更名克隆”

法。我首次揭秘此种作伪“奇招”是在

七八年以前。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

应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之邀任该社出

版的《陆俨少作品精粹》的特邀编辑，

当时为了能全面客观地反映陆老一生

的艺术创作风貌，我特别在意收编一些

世面上难见到的陆俨少中早期创作的

特殊类型的作品。

图一这件《教妈妈识字》作品是我

有一天在翻阅一本1956年出版的《美

术》杂志时意外发现的。为了此件作品

能顺利地拍摄入编，我曾经花费了很大

的心思去与收藏单位联系相关事宜，所

以对此作品的印象特别深刻。出乎意料

的是，几年后，在1998年上海某拍卖

行举办的春季拍卖会上，我忽然看到了

一幅似曾相识的画，即陆俨少《教妈妈

识字》的“克隆”仿作，而它的署名却

不是陆俨少，而是上海另一位山水画家

“应野平”，见图二。于是乎，我脑海中

就形成了书画作伪的“更名克隆”概

念。到最近几年，我从各地拍卖会和民

间发现的以此作伪手段炮制的名家书

画仿品更是比比皆是。

可以这么说，“更名克隆”作伪

法，它是根据书画鉴藏者鉴藏书画的

一般性工作思路与辨识方式、有“针

对性”地“创制”的。试想现实中的情

景，收藏圈中某人若要购买署名某名

家的作品，不论是请人把关还是自己

鉴定往往总是将“审视”的视野圈定

于该名家的原作和资料范围。如某人

要鉴定（指较严谨、用心的工作状态）

一件署名傅抱石的作品时，他（或她）

通常是“回顾”（个案经验）与查阅搜

寻一下有关傅抱石的作品资料与信

息，有谁会顾及到张大千、关山月或陶

冷月等等其他看似不相关的名家呢？

由此，“更名克隆”造假者的做

法是：他（或她）事先专门选择一些

特殊类型的某名家原作或原作影印

件进行先期或“绝对克隆”或“相对

克隆”操作，待施制到伪作题款步骤

时，有意将“子”本的署名同母本的

作“张冠李戴”处理（伪题款的字体

一般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变动）。通

俗讲就是“仿的是张三，说是李四画

的”这档子事。还有，有个别的仿品和

母本的画面图像，还会被做成左右相

反（利用投影仪器造假）模样，这样

母本将更进一步地“隐蔽”，真可谓

“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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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琳

20世纪前半叶，素有“东方明

珠”之称的上海集中着一批有影响的

书画收藏大家，如富甲于东南的庞莱

臣、刘靖基、钱镜堂；如中国现代收藏

大师谭敬、张葱玉；以及集书画家、词

人、收藏家及鉴定家于一身的吴湖帆

等。然而要想在当下物欲横流的新时

代再寻找到真正有眼光、有德行的收

藏家却实属不易。澄远楼主颜明可谓

是难得一见的“明珠”，被业内誉为

沪上书画收藏界的一双“厉眼”。

从松江、吴门诸家到四王吴恽、

扬州画派以及清宫旧藏，颜明共收藏

近500件古代书画。其中十多件张大

千作品乃其最爱。前不久，本报记者

有幸专访了颜明，谈话中不仅感受到

他对中国传统书画的挚爱，更钦佩其

严谨的探究和钻研态度。

成不了画家成藏家

颜明说，自小他就热爱中国传统

文化，并习以绘画。16岁那年，他独

自前往北京三里河（20世纪80年代

开始那里居住着一批文化名人和知

识分子）并敲响了著名书画大师李

可染家的大门。由于李可染不在家，

机缘巧合之下t他走进了另一位大师

李苦禅的家。李苦禅看完他的习作

后，给这位年轻后生写了一句话：

“不要眼高手低，好高骛远。”

之后的岁月，颜明逐渐意识到自

己在绘画上的悟性和资质着实不太

够，于是放弃了学画之念。后来，他有

幸加入拍卖界，在工作中接触到各类

名作精品，于是收藏顺其自然地成为

了他承载书画之情的另一条理想之

路。在不断地历练中，颜明体会到了

面对真伪难辨的作品时的无助和无

奈，也体会了购置赝品后的懊恼和悔

恨。于是，颜明意识到，补充相应的专

业知识、历史知识，提高眼力是他走

稳收藏道路最重要的功课。说到做

到，之后，颜明购买了大量书籍和图

册，静心详读，实践与理论在他的身

上得到了充分的结合。

收藏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颜明，对

时下南北收藏的大势了如指掌。他的

藏品不仅品相好，而且大都流传有

序，见诸著录。“收藏中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注重藏品的流传有序，尤其

是能查到作品的重要出版记录。”颜

明说，“查阅史料、发现真谛的过程

是最美好的。”他认为收藏的乐趣就

在于搜求、征集、把玩和研究这样的

过程，而养心、怡性就是收获。他说：

“收藏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

2006年在北京一个小拍卖会

上，他曾以236.5万（含10%佣金）

拍得一幅张大千1935年作的《天女

散花图》。他告诉记者，当时他买的

时候并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始末，只

是眼光和感觉告诉自己，这是幅非

常好的作品。因为他发现这幅作品

上有张大千亲笔所书的四次题跋，

第一次题跋时间就是作品完成当

年，内容是“丁亥二月，仿唐人壁画

笔法作于大风堂下蜀人张爰”。此

后张大千又曾亲自题跋二次，而最

后一次题跋为1944年题。由此，颜明

推断这幅画乃张大千的钟爱作品之

一，否则不会一直随身携带长达九

年时间。无独有偶，就在2007年朵云

轩春拍古籍善本旧画册专场拍卖

上，他在现场翻阅到了1935年的

《美术生活》，并发现了这幅作品的

出版记录。这个发现的过程足以让

他欣喜不已，此中快乐难以言表。

这样的历练让颜明更加有魄力

和眼力，从而也才能够在当今如此混

乱和艰难的市场中发现精品。因此，

他一直都坚持认真著录、研究和考证

自己的藏品。对于颜明的法眼独具，

另外还有一则小插曲。那是在一次小

型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八大山

人”的山水册页图，由于尺幅偏小，

构图简单，一时真伪难辨。当时，很多

专家都肯定地认为该图为赝品，不少

业内人士也对其不屑一顾。然而颜明

没有受权威意见的影响，经过对作品

的深入研究，断定是张大千先生旧藏

的“八大山人”十开册页中的一开。

于是，在拍卖会上他毫不费力地成功

购进。事后，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

现这件作品的确乃精品，几乎在不同

时期编辑的“八大山人”书画集中都

有著录，前后出版竟达十二三次之

多。真乃“功夫不到家，实难采好

画”。

钟情古代书画

为人谦和的颜明，骨子里却是个

爱憎分明的人。他对目前的收藏市场

有三点看法。首先，他认为目前市场的

整体鉴定水平低下，很多假的东西，却

会被人当真品买走；其次，就是某些所

谓的专家不自重，没有负起维护市场

公正的职责；其三，拍卖制度大有问

题，即使是假作送拍也不受任何制裁。

他表示，现在的市场太过于商

业，过于注重经济效应，而缺乏爱护

和维护这个市场稳定和公正的思想，

正是如此，很多人都不敢涉足。他说：

“现在的收藏界就像是混乱的战国

时代，要想投资和收藏，除了自己要

喜爱和研究之外，还需要找一位品行

端正的行家为自己长眼。”他告诉记

者，整个拍卖市场并不缺货源、也不

缺收藏家，缺少的是制度和诚信。

对于为何他的收藏从最早的当

代书画转到近现代，最后到古代书画

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告诉记者，现在

的生活过于浮躁和嘈杂，买当代艺术

作品回家看了还是静不下心来，只有

挂一幅古画，才能感受心灵的慰藉和

安静。而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对当代中

国画的前景表示失望。他直言，目前

中国有些所谓的当代画家没有传统

功力，反而批判传统、反对传统，作品

大都是西方强势文化模式下的产物。

所以他认为中国50年内无大师。

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民国时期

的大批艺术家，尤其是海派绘画在中

国历史上很值得称道，如吴湖帆、贺天

建、郑五昌等，他们有着特殊的民族自

信心，他们反对“文化消亡文化”，反

对“全盘西化”。在探索与实践的过程

中，他发现近现代书画与古代名家在

艺术和文化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在收藏界追捧现当代名家、厚今薄

古的浓厚氛围笼罩下，他感受到了古

代书画作品的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

于是他选择了古代书画，选择了这个

提高自我、丰富自我，挑战自我的途

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拍卖

市场上古代书画价位偏低的情况下，

他不失时机地陆续购进了一批藏品，

占得了先机，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

余。披沙拣金的过程充满着苦与乐，也

炼就了他的火眼金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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