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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写本书原因有二：一是因先生健在时艺名显赫，寸楮为宝，求大于供，于是赝品应运而生。
为让更多的书画爱好者能识别真伪，防止鱼目混珠，有必要提高对先生作品的鉴定水平。
二是先生之人品、艺品均出类拔萃，有口皆碑，为使更多的人了解先生其人其事，有必要从一新的角
度去宣传、介绍和研究。
就目前来讲，还未见一册专论先生作品真伪鉴定之书，可算填补一空白。
　　吴昌硕先生曾对其艺术品评道：“我是金石第一，书法第二，花卉第三，山水外行。
”先生之门人王个移则概括为：“人谓先生书过于画，诗过于书，篆刻过于诗，德性尤过于篆刻，盖
有五绝焉。
”余则以为先生人品、艺品并驾，就其绘画、书法、篆刻、诗文亦在伯仲之间，均为近代之冠。
我国近代著名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驾鹤西游已整七十年，在这数十年问诸多先贤无不怀着敬仰之心情
，撰写了大量文章和编印了一批书画、篆刻集，以此讴歌先生之技艺，传播先生之业绩，余从中受益
匪浅。
余因工作之故，时常拜读先生之作品，加之不时翻阅有关先生文字记载，遂也萌发撰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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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捷，字西园，笔名开邑、丑牛，号新会楼主，居颜六斗斋。
生于1949年，天津市人。
供职于天津市文物局文物处，九三学社社员。
1965年随侍曹文畊先生学习书画鉴定，后游学于陈邦怀、刘九庵先生门下。
业余涉事丹青，博采众家。
后经慕凌飞先生点拨，受益匪浅。
行书喜文徵明，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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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则藐之”印是吴昌硕书画印吗？
44.“施酒”、“季仙”印是吴昌硕书画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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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吴昌硕在三十一岁作的《鄣吴村义冢碑》中写有“盖当粤匪扰乱，西浙士民御贼而死焉者也”；
“咸丰之末，粤贼既陷广德”。
他四十多岁作有《湖滨小劫图为某卿宗丈容光题去粤寇乱时已廿余年》。
他七十八岁刻“同治童生咸丰秀才”印，边款刻道：“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庚申，随侍先君子避
洪、杨之难，流离转徙，学殖荒落，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乙丑乱靖”，等等。
　　吴昌硕所说“粤匪”、“粤贼”、“粤寇”，系指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1853年，洪秀全率领太平军占领南京，定为都城，改名天京，建立太平天国。
清廷令钦差大臣向荣率军在天京城外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令琦善、胜保率军在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
营。
1860年初，为了彻底消灭江南大营，太平军袭击湖州、杭州。
为了把江浙变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以巩固农民革命政权，同年五月，太平军向东南挺
进。
十二月底，太平军攻占杭州。
1864年，太平军放弃杭州，突围北撤。
因吴昌硕家乡在湖州，故从1860年至1864年问战事频繁。
为了生存，十七岁的吴昌硕及全家不得不避难他乡，直至二十一岁时才返回故里。
在避难期间，他的母亲、妻子、弟妹相继死于饥饿和病疾。
由于吴昌硕出身于官宦家庭，对农民革命运动不理解，故而有“粤寇”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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