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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玩字画的造假售假，已成大患，极大地挫伤收藏爱好者的收藏积极性和信心。
针对这个情况，此前其实也出了不少鉴宝类书籍，但授业效果欠佳，关键是讲不透、讲不细，而真假
古玩之差往往取决于细节。
 本书作者在文物研究机构工作，但他最初是从事文物复制工作的，故而对伪造的各个环节十分了解，
而且对伪造市场进行过大量的明察暗访。
本书讲述了仿品产生的历史和原因、历代书画的原貌和伪作、古瓷器的原貌与造假、历代铜器的原貌
与造假、陶器及唐三彩的真与伪、鼻烟壶在中国的生产和真实存量、鉴定仪器的优势与问题、收藏的
问题与前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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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代书画的原貌与伪作第一节 书画鉴定的难度——既要断代，又要断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在考古学中已利用科学仪器来测定文物的年代，如陶瓷、青铜等，但不适用于书画。
书画时代相距今天较近，时距难以准确测定，即使能够断代，也不可能断人，或分辨出同时代的真品
与伪作。
书画鉴定，与收藏和作伪同步，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并逐步积累经验，形成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即“
目鉴”和“考证”‘两方面。
因此当前“目鉴”和“考证”，仍然是行之有效的主要方法。
现就目前常用的两种方法作一介绍。
一、目 鉴“目”为眼睛，“鉴”就是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比较有两点，一是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或同一人作品之问相互比，从中寻找共同点。
二是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和不同人作品之间相互比，从中找出不同点。
通过反复比较，逐步掌握时代、个人的风格特点。
因此，多看实物，多做比较，是提高“目鉴”水平的关键。
在比较实物过程中，找出其问的内在关系及作品本质方面的特征，形成准确鲜明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
格之“样板”，以此作为今后鉴定的可靠依据，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修正、充实，从而达
到更客观的认识；目鉴水平也会随之不断提高。
所以目鉴定真伪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该时代或该画家的存世真迹较多，鉴定者见的实物也多，有实物
可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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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玩字画揭假与识真》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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