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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书画的发展，有其独特的渊源，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社会发展情态，以及艺术欣赏习惯
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由气的流动，衍生万物，当气凝聚，化成物体；物体之气散而物亡，又复归
于宇宙流动之气。
（据张载《正蒙·太和》：“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
”）所以，中国书画家所崇尚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指导思想，与西方人所认为的认识世
界就是认识一个实体的观点有所不同。
西方人在直接参与或体察实际的同时，在其有关部分与自然取得和谐，而中国人则在与“气”互为流
动、互为衍生的感知中与宇宙、自然保持和谐。
由此，作为指导艺术创作的理论包括中国书画理论，便有其独立深邃的特性。
要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书画，了解中国书画理论对理解作品具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加之软毛制成的书画工具毛笔，具吸水性质的宣纸、绢以及墨的普遍使用
，中国书画便由此形成其脉络，得以独立发展。
中国历代书画家辈出，其创作形式、技巧，总结归纳凝练而成为程式，以适应中国书画创作的特殊要
求。
而每位书画家的性格在再现这种程式时又使其风格和技巧各不相同。
学习书画鉴定，对于书画史，即一代代书画家及其作品都需有所了解，这是鉴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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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内容丰富、文笔通俗的艺术鉴赏读物。
全书以第一、第二编的中国书画史为楔子，介绍了中国书画理论、历代书画作品的分析与考证、作伪
的方法、鉴别真伪的要点、鉴定的辅助手段、书画流传与鉴藏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书画鉴定方法与技巧为全书核心。
在第五编“国画的鉴定”和第六编“书法的鉴定”中，配有经作者精心选择的80余幅代表性字画，便
于读者对照分析。
本书阐述缕密，推理严谨，史料精要，引据可靠，科学性与趣味性并重，既可作为书画收藏爱好者的
入门读物，也可为有关人员提供收藏借鉴。
本书使用的是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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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稚柳（1910～1997），江苏武进入。
书画鉴定家。
曾任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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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洛神赋》原名《感甄赋》，是曹植通过咏写宋玉所述洛川神女故事，追思自己所爱慕的甄姓女
子的名篇。
甄女后被曹植的哥哥曹丕娶为夫人，不久郁郁而死。
晋明帝读了《感甄赋》后，将之改名为《洛神赋》。
　　《洛神赋图》卷从曹植在洛水边见到洛神开始，画到洛神飘然离去。
图中人物衣纹的描绘与《女史箴图》卷一样，但线条不如《女史箴图》流动自然，形象也不及《女史
箴图》飘逸简纵。
图中人大于山，河水呈静止状，显见当时对山水的描绘仍处于稚拙状态。
但全卷各部构图相连，山丘起伏，林木掩映，人物亦随着赋中的意境及情节的发展重复出现，已经体
现了中国绘画构图上时间和空间合一的主要特征。
　　流传至今的《洛神赋图》卷摹本共有五本。
第一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经鉴定为宋人摹本；第二本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当系南宋人摹本；第三
本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首尾缺损较多。
以上三本均摹自同一稿本，布景树石，格法甚古。
第四本世称《唐人洛神赋全图》，现亦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五本见印于日本《支那名画宝鉴》。
四、五两本均摹自另一稿本，但第五本的作者并未照摹样本，较多体现了唐宋人的风格。
《晋史》中说：“恺之博学有才气。
”他的性格率真而通脱，好矜夸，善谐谑，自有一种大智若愚的痴气，所以时人称其为“三绝”：才
绝、画绝、痴绝。
唐人评顾恺之画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乎，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
在，所以主神气也。
”看顾恺之所画《女史箴图》的摹本，尚能体会个中风韵：运笔紧劲，疾徐有致，衣袂飘动，佩带飞
扬，人物神气生动，格调拙朴隽逸。
这种对人物的描写已完全不同于汉代绘画中拙涩的夸张，线条灵动而联绵不断，给人以松弛放逸之感
。
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漆画，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为同一风格的作品，年
代上也相差不远。
漆画共分五块，据汉代刘向所撰《列女传》，描绘娥皇、女英、周太姒、太任、太姜、春姜母女、班
婕妤等“列女”事迹，旨在“成教化，助人伦”。
此件可证顾恺之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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