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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易辨真和假 更难说是与非
——— 邓拓与苏轼《潇湘竹石图》的画里话外

□荣宏君

苏轼名画现京城
邓拓巨款收巨作

著名的历史学家邓拓喜爱传
统绘画艺术，计划写一部图文并茂
的《中国绘画史》，系统地介绍历代
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和他们的作品。
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收
藏、研究中国古代书画。苏东坡是
文人画的倡导者，是撰写中国美术
史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听说他的
绘画真迹现身北京，邓拓也在密切
关注这件事情，希望一睹为快。

那么，是谁把苏东坡《潇湘竹
石图》送到了北京？他又是如何得
到这件作品的呢？要想了解这张画
的传承历史，就必须介绍一个
人——— 活跃在民国时期的书画掮
客白坚甫。

白坚甫(1882—1968)，原名白
坚，号坚甫，新中国成立后移居重
庆。由于白坚甫曾留学日本，在日本
朋友众多，再加上他就痴迷书画收
藏鉴赏，后来就做起了中日之间的
书画生意，当起了艺术品经纪人。按
大收藏家张伯驹的说法，其实就是
书画掮客，专做投机生意。恭王府旧
藏的唐朝韩幹的《照夜白图》和易元
吉的《聚猿图》等许多件国宝就是白
坚甫转卖到日本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认为不能
融入新社会。当时，已近古稀之年
的白坚甫从北京迁到重庆居住，还
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白隆平。1961年，
生活困难的白隆平取出自己收藏
的最后一幅古画，这幅画也是他压
箱底的藏品。他想卖一个好价钱，思
前想后，决定先到上海博物馆看看。
他和上海文管会的版本目录学家
徐森玉是老相识，经徐森玉介绍，著
名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接待了白
隆平。当他打开手卷一看，这张画竟
然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潇湘竹石
图》。谢稚柳从墨色、纸张和绘画特
征各方面仔细鉴赏，认为是苏东坡
真迹无疑，可是白隆平开价太高，多
少钱呢？人民币8000元。谢稚柳听到
这个价格，没有当场明确表态，让他
再等一等馆里的意见。

白隆平看上海博物馆态度不
鲜明，一转身就来到北京，找到老相
识——— 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
长的张珩。不巧，张珩因公出差在
外，传话让他再等上几天。白隆平着
急回重庆，就一催再催，后来文物局
就建议让故宫博物院来收购此画。
故宫博物院研究了几天，专家最终
给出鉴定意见，认为此画是明朝仿
品，没有太大价值，就把原件给退了
回来。白隆平性格固执，对自己的鉴
定水平有十足信心，于是他带着画
又来到琉璃厂荣宝斋问价。就在这

个时候，邓拓得到了消息，他委托荣
宝斋和平画店经理许麟庐帮忙寻
找《潇湘竹石图》。因为故宫博物院
已经给出鉴定意见，所以荣宝斋也
不敢贸然收购这张画。就这样，许麟
庐领着白隆平来见邓拓。

邓拓展开《潇湘竹石图》长卷，
画面描绘的是湘江和古老的潇水
相交汇的一段画面，近处是一片土
坡、两块石头、几丛疏竹，远处烟水
云山、渺无涯际，一片苍莽古雅的
气息扑面而来。邓拓接下来又仔细
审看绢的质地、笔墨和题跋，认为
这张画构思巧妙，运笔空灵，特别
是这画后还留下了元明两个朝代
二十六家题跋，可以说传承有序，
所以他认定这幅《潇湘竹石图》就
是苏轼真迹无疑。

为了慎重起见，邓拓又邀请辽
宁博物馆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
来帮忙掌眼。杨仁恺和白坚甫是四
川同乡，两个人很早就认识。巧合
的是，杨仁恺早在几十年前就在白
坚甫那里看到过《潇湘竹石图》，对
这张画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他也
坚信这幅画是真迹无疑。就这样，
在杨仁恺的协调下，白坚甫自愿把
价格从8000元降到5000元。为了收
藏和研究这幅古画，邓拓取出了

《燕山夜话》稿费2000元，又挑选了
自己收藏的14幅古画卖给荣宝斋，
这才凑齐5000元付清了全部画款。

看二十六家题跋
知千载流传有序

苏东坡是北宋尚意书法的代
表性人物，开了文人画的先河。不
过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政治的原
因，苏东坡的书画绝大部分都被销
毁了，又经过近千年的风雨侵蚀，可
想而知，能够传到今天的书画确实
是凤毛麟角。那么邓拓收藏的这件

《潇湘竹石图》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
作品？又是如何传承到今天的呢？

《潇湘竹石图》，纵28厘米，横
105.6厘米，是苏东坡即兴在一段生
绢上描绘的湖南零陵以西潇水和
湘江汇合处的一处景色。苏东坡在
这幅画中匠心独运，用极简的笔墨
和高度的概括手法，艺术地再现了
近岸远水、风雨潇湘的生动气象。画
卷的左下角，题有“轼为莘老作”五
字。那么这位“莘老”是什么身份呢？

在苏东坡的朋友圈中，有两位
好友都是字“莘老”，一位是江苏高
邮籍的孙觉，一位是河北沧州籍的
刘挚。在《苏轼文集》中，至今还保

存了不少封写给这两位老朋友的
诗文信札。不过据考证，苏东坡和
孙觉是同年进士，来往更密切，友
谊更深厚，所以《潇湘竹石图》应该
是送给孙觉孙莘老的画作。

在苏东坡落款的右首，有一段
长跋，这是湖南人杨元祥在元统二
年(1334年)，用隶书留下的一段跋
语。这也是《潇湘竹石图》留下的最
早的文字考证，记录了该画在元朝
的传承情况。

杨元祥题跋中说，他早年曾在
湘中的朋友家见到过苏东坡的这
张竹石图。十五年以后，湘中的朋
友想把这张画卖掉，杨元祥就介绍
了梁台的朋友杜德甫给买了下来。
这是目前有关《潇湘竹石图》能追
溯到的最早文字记录。

第二段题跋署名天台叶湜。叶
湜是浙江台州人，生卒年不祥，他
题了一首七律，其中末句写道：“百
年翰墨留真迹，应写潇湘雨后枝。”
邓拓认为“应写潇湘雨后枝”一句
是对这幅画最好的总结，是点题之
笔，所以就把这幅画命名为《潇湘
竹石图》。

第四位题跋的人叫郑定，福建
闽县人，是元代福建的十大才子之
一，为人豪侠仗义，能诗词，擅书
法。他用草书写成七绝一首，笔走
龙蛇，剑胆琴心，称赞《潇湘竹石
图》就像南金一样珍贵：“苏老才名
重古今，人间遗墨若南金。山云挟
雨溪头过，石上琅玕起夕阴。”

第五位题跋的人是吴郡人钱
复。他于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十
八日的这段题跋，对考证《潇湘竹石
图》的流传历史至关重要。钱复说：

“大明洪武初，梁台李秉中得之同郡
杜氏。秉中子从善，装池成卷，宝藏
于家，介其友宗之梁先生征余识其
后。”这段题跋明确告诉后人，明洪
武初年，李秉中是从杜氏手中买来

《潇湘竹石图》，杜氏就是杜德甫，
这也呼应了元末杨元祥的记述。

李秉中的儿子李从善把《潇湘
竹石图》重新装裱，并遵从父亲的
意愿，从此深藏家中，秘不示人。直
到一百五十五年后，李秉中的第八
代孙李甲峰到四川经商，在江阳
(今四川省泸州市)遇到了文学家
杨慎。他取出《潇湘竹石图》求杨慎
题跋。杨慎是明朝正德辛未的状
元，一代名士，著名的《三国演义》
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就出自
他的手笔。杨慎的身世和苏东坡非
常相似，遭遇甚至比苏东坡还悲
惨，晚年一直被朝廷流放。这位状

元有感而发，即兴在画卷上题写了
一首七言长诗。

杨慎题于1558年，主要叙述了
李甲峰从留都南京来到四川泸州，
两人偶遇，在江山平原楼题跋的经
过。在整个《潇湘竹石图》二十六家
题跋中，杨慎的名气最大，而跋文本
身也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尤其是
杨慎的书法，传世极少，这篇题跋被
誉为现存杨慎真迹中第一等珍品。

《潇湘竹石图》卷一共有元明
二十六家题跋，最后一段跋语题于
嘉靖辛酉年，也就是1561年，题跋人
是古濠州胡桐。胡桐是安徽凤阳人，
其他身份不详，不过他的这段题跋

《竹石图序》却十分重要，他在跋中
交代了这样一段话：“甲峰家世金陵
儒行而商业,南遵荆楚,西放巴蜀,往
来于缙绅冠盖之间,辞华风度亦高
世之流也。始予邂逅涪陵,出苏文忠
公之竹石图相示,展而阅之,则为莘
老作也。”

这段跋语介绍了金陵李甲峰
家是世代儒商，胡桐在四川涪陵和
李甲峰相遇，李甲峰取出《潇湘竹
石图》，请求题跋，于是胡桐就写下
了《竹石图序》长跋，这也是《潇湘
竹石图》在明末的最后一段记录。

以上元明二十六家题跋，共三
千余字，实际上就是一部有关《潇
湘竹石图》的传承史。

《潇湘竹石图》从清朝到民国
的传承历史一直是空白，那么白隆
平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这幅画
的呢？随着《潇湘竹石图》档案史料
的陆续公布，在竹石图手卷的末尾
发现了白隆平的一段题跋，在这段
跋语中，他明确交代：今三十年前，
苏州孙伯渊以归于我。

白隆平题跋的时间是在1959
年，也就是说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
他从一位叫孙伯渊的人手里买到
了《潇湘竹石图》。孙伯渊，1898年生
于苏州，身世坎坷。他出身于书画装
裱世家，抗战时期，从苏州逃难来到
上海，后来经过刻苦努力，终于从一
个装裱师成长为著名的收藏家和
金石鉴定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把四
千多件书画碑帖捐献给国家。现藏
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朝著名画
家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就曾是他
的藏品。孙伯渊和当时的徐悲鸿、张
大千、吴湖帆等艺术大家来往很多，
尤其和书画鉴定家吴湖帆关系密
切。吴湖帆的一段日记可以证明，

《潇湘竹石图》确实曾经为孙伯渊
所有，至于孙伯渊从何处得到该作
品，吴湖帆并没有交代。

名画真假固难辨
人间福祸实相倚

收藏到《潇湘竹石图》，是邓拓
收藏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不过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此画带来了一
场飞来横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原来，文物界有人暗中嫉妒，就
于1963年秋向有关部门写信检举，
说邓拓身为分管文化的领导干部，
却“与国家争购字画，抢购国家文
物”。为此，北京市专门成立调查小
组，对邓拓购买苏轼《潇湘竹石图》
一事进行调查。经过一番严格的审
查后，相关部门认为邓拓“倒卖文
物”证据不足，并收回之前的通告。

1964年，邓拓把《潇湘竹石
图》，还有沈周的《萱草葵花图卷》、
唐伯虎的《湖山一览图》、徐渭的

《写生图》等一共144件古画，全部
无偿捐献给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美
术馆。1966年，“文革”祸起，邓拓与
吴晗、廖沫沙三人被打到。邓拓面
对污蔑，决定以死来洗刷自己的清
白。5月18日凌晨，选择以自尽的方
式离开了人世,成为那个特殊时期
第一位罹难的文化学者。

《潇湘竹石图》的真伪目前学
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
性的人物就是著名书画鉴定家徐
邦达和杨仁恺。徐邦达认为该作是
赝品，应为南宋时期的伪作。杨仁
恺则持不同意见，他在《中国古代
书画过眼录》一书中曾详细叙述了

《潇湘竹石图》的流传简史和自己
的鉴定意见：

此卷为白隆平旧藏，徐邦达认
为不真，谢稚柳和我则认为真品。
白隆平曾携往上海文管会，未成
交。又前往北京找张珩，张因公外
出未归，未能见面。转送故宫博物
院，众人未看好，于是由邓拓收藏。
后来我与张珩谈及此画，张表示不
当看假。白隆平还有一幅苏氏竹
石，早已流往日本，有印本刊行。

徐邦达和杨仁恺均是古代书
画鉴定大家，也是中国古代书画五
人鉴定小组成员。二人虽然对《潇
湘竹石图》真赝有不同看法，不过
单就绘画艺术和后来传承有序的
二十六家题跋来看，却都肯定这幅
作品无论是在中国美术史还是在
苏东坡研究上都有它独特的意义。
1983年，由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和
杨仁恺、刘九庵等人组成的中国古
代书画鉴定小组，重新对《潇湘竹
石图》进行鉴定和研究，认为无论
从艺术价值还是文献价值来看，这
幅画都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所
以最后一致同意，把《潇湘竹石图》
收入到《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录》一
书中。 (本文节选自河南文艺书
版社出版的《水墨东坡》一书，有删
改。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1961年5月，北京文化界传出来一条消息，苏东坡真迹《潇湘竹石图》突然现身。但文物专家对这张画意见
不一，有的认为是苏东坡真迹无疑，有的则认为这是一张假画。

苏东坡在中国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誉为文坛全才，是诗书画大家。他的书画作品历来受到人们的追
捧膜拜，由于历史的原因，其绘画传世稀少。那么，《潇湘竹石图》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呢？当时北京文化
界人士都充满了疑问和好奇，由此也引出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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