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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大师徐邦达离世，弟子王连起先生追忆往事———

书画鉴定界痛失“定海神针”
2月23日，中国书画鉴定大师

徐邦达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这
位受世人敬仰的古代书画鉴定大
师的逝世，意味着书画鉴定界痛
失了一位“定海神针”。本报记者
采访了徐邦达先生的弟子———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
定委员会委员王连起先生，请他
讲述了恩师的一些往事和先生
在学术方面的贡献。王连起先生
专门从事古书画碑帖研究，一向
尽量减少社会活动，恩师去世心
情也非常不好，但能接受本报采
访，详细准确回答徐先生的相关问
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连起先
生是我们山东人。

曾为《富春山居图》

验明正身

王连起先生说，很多人都感叹
徐邦达是为书画而生，回顾他老人
家的一生，真是如此。

徐邦达先生祖籍浙江海宁，
1911年7月7日出生于上海。他的父
亲是一位儒商，爱结交文艺家，富
书画收藏。徐邦达先生幼入私塾，
打下良好的国学功底，但更喜欢书
画。先后拜赵叔孺、李醉石、吴湖帆
为师，临摹古画，曾用十年之功。今
可见先生所临李昇、张渥、王鉴、华
嵒等古代名家作品，皆可乱真。王
连起先生介绍说，现藏南京博物院
的黄公望《水阁清幽图轴》原下角
残破，就是徐先生早年补的，几乎
做到天衣无缝。故宫博物院藏的

《恽寿平花卉册》，也有一页是先生
所补。

1934年，刚刚南迁的故宫文
物，将选出部分精品赴英国伦敦展
出，24岁的徐邦达被聘为审查委员
会成员，与叶恭绰、赵叔孺、吴湖
帆、庞莱臣、王季迁等时俊名流一
起审查选择展品。王先生回忆：“先
生1979年曾告诉我，当时看到那么
多故宫藏品，心里很高兴、很激动，
但也很别扭，因为当时就发现这批
书画中很多有真伪问题。现在非常
热门的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
山居图卷》，清宫收了两卷，一件乾
隆题了四十多次，另一件他认为是
假的，让供奉阁臣代题了一段。徐先
生当时看过这一图二件后就发现，
乾隆是真伪颠倒的。我问先生，您当
时是否想对故宫书画做个真伪鉴
定？先生说，心动过，怎么做没想
好。当时先生主要是搞绘画创作，
徐先生早就是成名的画家了。”

徐先生真正全身心投入古书
画鉴定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时任
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
张珩和徐先生请到北京以后开始
的。

“什么领导

也不能自己乱动！”

王先生说，关于徐邦达先生想
方设法、全力以赴为国家收购古书
画，不辞劳苦地到全国各地鉴定书
画的事，写的人很多，他只想讲几
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以见先生的法
眼独具、事业至上和坚持原则。

“1980年春我同杨臣彬、杨新
两位师兄陪先生到云南、湖南等地
鉴阅书画。在云南省博物馆紧张工
作几天后，正式藏品全部看完，翌
日要乘机离滇。馆方征询先生意
见，是否参观游览一下？徐先生问，
你们有没有参考品？馆方说有不
少，都是经过有关专家定为不对
的，基本没什么好看的。先生说：

‘那好，哪儿也不去，这批东西，我
还是不放心。’于是再到馆里看画。
看的结果，后来举世皆知：在库房
的参考品(即伪品)中，鉴定出北宋
大画家郭熙的《溪山访友图》和元
代黄公望的《剡溪访戴图》两件真

正国宝级珍品文物！”至今王先生
还能记得先生当时说的话：“把明
天的机票退了，不看完这里所有的
东西，哪儿也不去！”

王先生接着回忆起1982年到
山西鉴阅书画的事。“晚上九点的
火车回京，七点省长请饭送行，下
午五点多钟还在文物商店看画，最
后经理说：‘没有了，就地下库房里
还剩下点破烂的东西。徐先生快走
吧，省长还等您吃饭呢！’先生坚持
让把地下室的东西取出，我和同去
的苏州博物馆的陶冶打画，一件确
实破得很厉害的轴子，撕开很长的
口子，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展开，看
到画心时我随口说了一句‘像王若
水’。‘什么？’坐在桌旁的先生一下
子跑过来，帮助将画打开，‘果然是
王渊！’先生兴奋地说道。同时，先生
一反平时的温和儒雅，几乎是以命
令的口吻对商店领导说：‘我告诉
你，此画要拿到北京故宫裱，在这之
前，我和霍省长签字封好，谁也不能
看！再动就真毁了。’此时有人提醒
先生，省长的饭局要误了。先生说，
饭可以不吃，但画不能不看！”

王先生说，一次他随先生与刘
九庵先生等到吉林省阅看书画，时
遇一些地方高官来赏画。打画的时
候，一个高官将画面都划上了指
痕，徐先生勃然大怒：“你不许动！”
有人赶紧介绍说这是某某领导，先
生说：“天王老子乱动损伤文物也
不行！以后你们馆要记住，特别重
要的珍品，出库要有一定时间间
隔，什么领导也不能自己乱动！”在
场的有人小声说，这个徐邦达，不
仅鉴定眼力好、学问好，保护文物
安全还真一点情面不留！“是的，先
生为书画从不将人情世故放在眼
里。”王连起先生对先生的敬佩怀
念之情溢于言表。

古书画鉴定研究的

集大成者

徐邦达，中国艺术史界“鉴定
学派”的一代宗师，是古书画研究
鉴定的集大成者，他对古书画研究
鉴定的持之以恒是举世公认的。王
先生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先
生便是成名画家了，但为了将全部
精力用于国家的鉴定事业，画笔一
搁就是二十多年。在当代，只有徐
先生可以称为古书画鉴定研究的
集大成者，这是由以下诸条件决定
的。第一，搞书画鉴定一定要懂书
画，徐先生本人就是杰出的画家、
出古入新的书法家；第二要能看到
非常多的古书画；第三要具备个人
天赋条件，就是非常好的记忆力和
分析能力；第四要有丰富的文史知
识；第五要有名师指导；第六要有
专门的工作环境。我列的上述几
条，是成就古书画研究鉴定集大成
者不可或缺的。当然，更不可或缺
的是对古今鉴定成就的总结和继
承、创建和发展。王先生说：“说集
大成者就是徐先生，这里，我没有

贬低其他任何鉴定家的意思。有的
先生，尽管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有
的先生学养、识见、才能都是超一
流的，但不从事这一专业工作，就
没有精力时间来完成这个集大成
的工作。现在人们讲鉴定界有几老
几老，但从集大成这一点上，只有
徐先生可以当之无愧。”

徐先生将古书画鉴定当作学
问研究，从而将它提升到学术的层
面，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早在
1960年，先生编了《重订清故宫旧
藏书画表》，虽称为表，但是凡先生
过眼的清宫旧藏书画，其真伪都做
了判断，并注明存世和收藏情况。
这是对26年前，初看故宫书画时便
想对存世古书画分辨真伪的宿愿
的初步偿还。20世纪60年代初，先
生还依据各种著录书或目睹的实
物中有作者生卒或作品年代的，编
成《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二
表为古书画研究鉴定者，从时间顺
序上了解文献记载和实物存亡方
面，提供了较全面的资料讯息。

《古书画鉴定概论》是先生对
数十年书画鉴定丰富实践经验的
总结，是他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概
述。只要看看目录的章节分类，便
可见此书的系统全面。《古书画过
眼要录》是先生所见古书画真迹珍
品的详细记录，是对历代书画著录
继承总结后的发展，其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都是大大地超越前人的，对
每件作品所下的按语，有作品年代
风格的判断，有内容史实所涉典故
的考证，以及对前人题跋著录错误
的纠正，简明精确，真可谓拆骨见
髓，字字精金。而《古书画伪讹考
辨》则是对传世有影响的书画伪品
的剖析鉴别。历代种种花样翻新的
作伪手段，都逃不过先生的犀利法
眼。正是由于徐先生的“过眼录”和

“考辨”，人们才第一次比较系统全
面地了解到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的
存世及真伪、流传和鉴藏情况。先

生其他著述，也都是围绕古书画研
究鉴定工作撰写的，如《历代书画家
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等。

徐先生的研究与著述，都是围
绕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珍赏
万千年”，即让人全面正确地了解
中国的古代书画作品及其相关的
各种问题，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
古书画研究体系。

先生对“徐半尺”

不以为然

广泛流传这一称号的由来是
在一次鉴定中，一位来访者将画轴
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
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
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
膺的作品。因此，先生被人称为“徐
半尺”。

对此，王连起先生说，其实徐
邦达先生对这个称号非常不以为
然，觉得很江湖气。“这虽然是人们
对他老人家的赞美推崇，但不确切。
先生多次说过，有的画根本用不了
看半尺，只看一两寸，或者书法作品
只看到几个字，就能鉴定真假；但有
的作品，因为可供判断的条件不足，
先生绝不轻易下结论，而是‘存疑
待考’。鉴定要靠眼力，但先生的贡
献是将目鉴、经验提升到学术研究
的层面，让它变成科学。”

鉴定中不说

一句违心话

徐先生在治学和鉴定方面一
直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凡人情世
故、关系势力，都不能动摇他的实
事求是的一贯作风。王连起先生举
了一个例子。

徐先生和一位红学专家诗词
唱和，交谊很深。二十几年前，他们

应邀在历史博物馆开会讨论曹雪
芹小像问题。先生早就断定此像根
本不是曹雪芹本人，当时与会者特
别想听听权威鉴定家的意见，但这
位老先生一上午会议始终挽着徐
先生的手，不时恭维先生学问渊
博、才思敏捷、慧眼独具，弄得先生
欲说不能。不得已，先生以身体不
适为由中途退场，面对大家期待的
目光，先生边走边拱手说：“对不
起，对不起，我写文章吧。”后来先
生写了文章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并
收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最
后一篇文章《明清小像画被改头换
面》之五中。这应当是在鉴定问题
上先生最给人面子的事了，但先生
还是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

王先生介绍，先生待人接物宽
厚而不失风趣。先生的文稿出版前
有一套副本存在书画组，有人写文
章就拿去先参考参考，一些人觉得
这样不对，告诉先生。先生笑着说，
那是还信我呀，只是不要等到我的
书出来说我抄袭他人就行了。何等
襟怀！先生对学生、对后进、对一切
向他讨教的人从不保守，而且诚心
相待、有问必答，还要给以鼓励，这
是文博界搞书画的人所共知的。

爱国情怀

文人操守

除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徐老高
尚的人格也令人景仰。据王连起先
生介绍，1942年，汪精卫六十大寿，
吴湖帆率弟子为其作画庆贺，徐先
生严词拒绝，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
学者的民族气节。但先生终生不主
动言及此事，王连起先生是从师母
那里得知的。问及此事，先生说：

“那有什么，是中国人都应该如
此！”不主动提此事，亦关系到先生
做人的另一种操守，那就是为尊者
讳。这种传统道德就不是今天的年
轻人容易理解的了。

先生的才学人品、道德文章，
对国家文博事业的贡献，很多文章
都已介绍过了，不必重复，王连起
先生最后谈到徐先生主动让他拜
启功先生的经过，从中也反映了先
生的襟怀。

王连起先生说：“1978年，我在
观看故宫绘画馆举办的书画展时，
遇到徐先生的两位朋友，介绍我拜
在先生的门下。拜师后不久，先生
知道我曾从李卿云先生学习碑帖
鉴赏，便主动跟我说：‘碑帖过去叫
黑老虎，真正懂的人很少，你可以
向启元白先生请教，元白先生学问
好得很。’先生随即修书，让我去拜
启功先生，使我从此能得到启功先
生的悉心指教。从这件事上可以看
出，先生毫无保守观念，更没有门
户之见，完全为学生成长发展考
虑，尽透其为人的诚挚单纯。”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就是
很多文章在谈到先生为全国博物
馆古书画做鉴定和培养人才时，都
讲到1983年的全国书画鉴定小组，
历时八年，先生是名列其中的。但
先生带着学生和助手到全国各博
物馆阅看古书画是始于“文革”结
束后不久，要早于鉴定组看画六
年。全国书画鉴定小组成立时，先
生将全国博物馆藏画的绝大多数
已经看过。徐先生不仅鉴定真伪优
劣，还要帮助各博物馆判定文物级
别。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徐先生在
全国书画小组只到1985年9月，《中
国古代书画图录》、《中国古代书画
目录》1985年9月以后的“编后记”
都是这样说明的：“由于身体欠佳
及其其他原因，启功同志、徐邦达
同志未能参加本期鉴定工作。”从
此以后，这两书注释中，也就没有
两位先生的鉴定意见了。其实，不
同的鉴定理念和处世方法，同先生
离开鉴定小组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本报记者 张向阳徐邦达先生鉴定《出师颂》

徐邦达先生曾辨真伪《富春山居图》

徐邦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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