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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刊头题字：黄澍

赖少其书法

星报鉴宝专家：赖少其醉心金农，

心追手摹漆书二十年，形成了朴挫奇

崛，遒劲浑厚的艺术特色。这幅作品，

只是形似，为赝品。

范曾书法

星报鉴宝专家：范曾用纸和用墨、

用色都很讲究，其书法用笔的力度与

节奏，独具特色。这幅作品仅是形态

三分像，为赝品。

在线鉴别 字画收藏别总盯“名家”
安徽收藏文化研究院院长、安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蔡中寅谈字画收藏

收藏市场
字画收藏是收藏中重要的一个门类，由于字画鉴别难度大，加之市场复杂

“水深”，不少收藏者仅仅是盲从。记者为此采访了安徽收藏文化研究院院长、安

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蔡中寅先生，把脉字画收藏。 记者 周玉冰

记者：“乱世藏金，盛世藏画”，当下，许

多人对字画收藏热情高，但藏到赝品的也

多。您有什么建议？

蔡中寅：字画赝品问题由来已久，宋代就出

现了。有意思的是宋代米芾都模仿过当时名家

的作品，当代的张大千也仿过石涛作品，由于是

大家仿大家，这些仿品有一定的研究与收藏价

值。可见，收藏艺术品要看艺术品本身价值。

当然，时下的字画市场复杂，低下的赝品充斥市

场，损害了收藏者利益、不利于收藏市场发展。

初涉这一块，一定要有人指导，同时加强自身的

文化修养，见多了，就会有一定眼力。

记者：书画拍卖屡出“佳绩”。如何看待

时下的字画收藏热？

蔡中寅：随着国内艺术品市场的逐步兴

起，中西绘画艺术的市场价格在与国际接

轨。另一方面，在鱼龙混杂的书画市场中，

既有真正的藏家，也有投机的炒家涉入。近

几年艺术品投资的高回报吸引了不少人加

入字画投资。

但是，投资有风险，这是市场规则。几

个月前，天津文交所推出艺术品“股票”，其

中《燕塞秋》在某春季拍卖会成交价仅6.38

万元，短短数月涨到9000多万元，这有点不

“靠谱”了，可能会出现“终极收藏”或“终极

买家”的局面。

记者：当下有些书画家名气大，作品润

格相当高，他们的作品值不值得投资？

蔡中寅：要理性分析。市场行为让当下

有些书画家很浮躁，不能静心创作，而是做

起了自己的经纪人，运作自己，作品则是没

有创意，简单复制。收藏这样的艺术家作

品，一旦他离世了，缺少运作名气自然下去，

作品也就会回归艺术价值本身。而有些潜

心创作的艺术家，经时代检验后作品价格会

上升，我省黄叶村就是这样的画家。

记者：在全国范围看，我省书法与美术

处于什么地位？

蔡中寅：我省出现了新安画派，也涌现了

黄宾虹、渐江等艺术大师，后继者也吸收他们

的艺术营养，因而我省美术创作不乏有影响

的大家，当代的郭公达、王涛都饮誉全国。书

法创作相对弱些，除赵朴初外，很少出现叫响

全国的书法家，相对而言，当代书法家中，黄

澍、李百忍、司徒越功底深厚，作品不错。

收藏故事 陈大羽题字励志 柴立梅

2000年5月17日，南京。天蓝蓝，一朵

朵卷积云，绿树成荫。见到陈老时，他正趴

在书房的案子上和自己打扑克。墙壁上的

六个大框书画作品笔力雄健，酣畅浑厚。

我们促膝而坐，他声音洪亮，动情地述

说自己随齐白石老习画情景：当年他曾呈

一件《雄鸡图》请白石老教正，大师仿佛看

出了他的未来，遂命笔在《雄鸡图》上写下：

“有此画鸡之天分，天下人自有眼福，况天

道酬勤。大羽弟应得大名。”为了画好鸡，

陈老曾画过习作上万张，刻苦之至，得到了

人们对其艺术的肯定。

说到激动处，陈老突然说：“今天，我身体

好，心情好，留两个字吧。‘天行健，自强不息’

句，就取‘自强’吧。”陈老认认真真地叠格子，

面包似的手掌慢慢将熟宣纸抚平。格子叠完

了，陈老嘴巴紧抿着，银白色的头发一根根顽

强地直立着，专心致志，运转自如的手指执

笔，饱蘸浓墨，眼睛眯缝着，弯着腰，写下苍浑

古朴篆书“自强”二字。随后的一年，陈老作

古了，但他的“自强”二字，催我奋进。

藏友吴先生藏品（图为局部）

藏友宁先生藏品（图为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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