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高仿印刷书画，专家提供了相对简单的初步鉴别方法：

首先，一定要在亮光下鉴定真伪，最好是在阳光下。由于多

数印刷书画的墨色是由彩色颜料墨合成的，因此在阳光下容易看

到泛出彩色，在灯光太暗的地方或者在暖调的射灯下则不容易看

出。如今，多数拍卖会的预展和拍卖是在宾馆内进行，灯光昏暗，

十分不利于鉴别。

其次，不要拿放大镜看，要用显微镜。喷墨打印机虽然高端，但

有一处硬伤，那就是在放大的情况下可以看见墨点。由于墨滴非常

细，用10倍放大镜根本看不出，用显微镜放大40至 50倍，一般就

能分辨出墨点。

最后，要留心印刷品的空白部分。如果出现墨点，极有可能

是印版印刷，由于印版反复在纸张上印刷，会在书画的留白处留

下墨迹，也就是专业上说的“脏版”。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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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流行音乐、网络歌曲充

斥着大街小巷，民乐的声音似乎

已被淡忘。对许多“80 后”“90 后”

来说，民乐这个概念甚至都有些

陌生。在他们心目中，“中国风”

的 流 行 歌 曲 就 是 民 乐 。 于 是 当

某歌星演唱会一票难求时，一场

民 族 音 乐 会 的 冷 清 也 就 变 得 理

所当然。

当各种音乐门类都在吸收中

国元素，拥有最多中国元素的民

乐却让大多数人对其的印象停留

在《二泉映月》、《喜洋洋》、《步步

高》这些传统作品时，民乐是否应

该思考创新之路呢？

民乐呼唤新作品、好作品

随着人们审美习惯的变化，

各 种 音 乐 形 式 都 在 不 断 发 展 创

新。与此同时，很多民族乐团的

常演曲目中 80%还是《春江花月

夜》、《二泉映月》、《步步高》……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无奈

地说：“所有学校作曲专业的学生

学的都是西方作曲理论。很多作

曲家不了解民乐特色，也不了解

民族乐队的特色，他们只是拿在

学校学的西方作曲理论套用到民

族管弦乐的写作上。”在他看来，

全国各省区市都有民族乐团，每

个乐团都需要创新的作品，但是

这类作品太少了，所以民乐团只

能演《步步高》、《喜洋洋》。

对此，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

主任李光华说：“作品太少是民乐

发展的阻碍。最根本的原因是把

民 乐 的 创 作 作 为 一 个 任 务 来 完

成，很多作曲家在一个时间段有

可能只是为了一场演出而写些作

品。”他说，很多优秀作品是作曲

家在学生时代创作出来的，比如

《梁祝》。但现在很多乐团的经理

人总把眼光局限在有名气的作曲

家身上，而名作曲家往往同时接

很多邀请，可能会把创作当活儿

做了，好作品就很难出现。

李滨扬是近年来各民族乐团

委约最多的作曲家之一，他为中

央民族乐团写《天下黄河》时，已

经考虑到受众面的问题。“当时中

央民族乐团的要求是让我写一段

能达到《黄河大合唱》那样效果的

旋律，既有惊心动魄的气势，又能

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气质，我就按

照他们的要求尽力去做了。”他认

为，从 2005 年起，很多作曲家开始

回归到民乐的市场性这一层面，

“在此之前，许多作曲家更注重技

术探索，也不在乎旋律是不是很

优美，一般老百姓听不听得懂。”

李滨扬说。

“前几年，人们都说民乐陷入

低谷，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出市场

也非常不好，但我不认同民乐不

被市场看好的观点。我认为，中

国的民乐市场很大。因为民乐本

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各种

民族乐器像二胡、笛子、唢呐等都

是 老 百 姓 最 熟 悉 的 乐 器。”席 强

说，“ 为 什 么 前 些 年 民 乐 没 有 市

场？我认为是给观众听的曲目在

结构上有问题了。每个时代都有

自己的特色和审美观，在保留经

典曲目的基础上还需要创作更有

当代文化代表性的艺术作品。”

创新必须是艺术上的创新

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民

乐团团长周维眼中，音乐发展的

根本在于创新。“贝多芬和刘天华

分 别 是 交 响 乐 和 民 乐 的 代 表 人

物。贝多芬首次采用平行五度、

十三和弦作曲，刘天华第一个借

鉴西洋乐队的和弦，用进行曲给

二胡写《光明行》。我们讲继承传

统首先要知道传统的内涵。”在他

看来，当代人对音乐欣赏的需求

已经不能被传统曲目满足，现在

即使弹《春江花月夜》也不能按老

版本去弹，要加进一些时尚的元

素。“创新必须有实际上的艺术创

新。有些创新只是形式创新，其旋

律不吸引人，或者乐曲的内涵不

行。”周维说，“现在有民乐交响化

的趋势，有些民族乐团一味搞人

海战，动辄是二三十分钟的大型

交响乐，结果是作曲家创作累、演

奏人员演得累、观众听着也累。”

2003 年走红的“女子十二乐

坊”以站立演奏和在民乐中融入

大量现代音乐元素而让大家对民

乐有了全新的感受，走出了所谓

的民乐新流行路线，以其为代表

的新民乐也在那段时间内重新引

起了人们对民族音乐的关注。好

景不长，2005 年，“女子十二乐坊”

开始走下坡路，逐渐淡出人们的

视线。说起新民乐这种形式，席

强并不认同：“我认为只能叫多种

组合的民族器乐演奏，这种民乐

表演形式是用流行音乐的创作技

法在创作，而不是像传统民乐如

《十面埋伏》那样，用有中国传统

特色的表演结构、曲体手法和音

乐语汇。”

“新民乐只是民乐的几个‘菜

系’之一，是市场行为。步‘女子

十二乐坊’后尘的那些乐队组合

相继解散，也说明他们不能代表

民乐发展的方向。”李光华说，“我

们现在面临着怎样在民乐创新的

同时突出民族性的问题。从表面

看，民 乐 发 展 挺 繁 荣，民 乐 团 很

多、演出也不少，但从长远看，有

些选择让我们走远了。比如有些

作品完全用现代手法创作，但民

乐队演奏一遍后就没人听了。为

什么谭盾的《火祭》，作曲手法也很

现代，却透着浓浓的民族味？刘文

金的作曲手法也不落后，却能凸显

民族风格？这值得我们思考。”

与新民乐流行化、通俗化相

对的另一面，还有某些作曲家刻

意追求晦涩难懂。“民乐的特点是

旋 律 优 美，而 不 是 玩 技 巧、玩 深

沉。”席强说。

周维对此的看法是：“为什么

过去一些老作曲家的作品到现在

还在被传诵？因为他们那一代人

有非常丰富的生活阅历。只有作

曲家自己具备了深刻的东西，作

品里才能有这种深刻。有些电影

非常受老百姓欢迎，就是因为演

员深入体验了生活，比如演犯人

就要和犯人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民乐意识开始觉醒

将来是否会有更多的人重新

喜 欢 上 民 乐？“ 关 键 看 我 们 怎 么

做。老百姓不管什么形式，只要

贴近他们就会接受。民乐的优美

旋律不能丢，把当代人富于动感

和表演性的特色赋予其中肯定也

是多姿多彩的。这还需要一个过

程，不过我们应该有信心。据不

完全统计，现在二胡的学习者已

经有 200 多万人。”周维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

强盛，中国民乐开始吸引全世界的

目光，国外的很多作曲家也在把中

国元素加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李

滨扬介绍，“一个月以前，一个美国

的大学教授听了我学生作的一个曲

子，非常激动，说他也在写中国的民

乐，但是一直找不到感觉，一定要把

曲谱带走。”

“现在学校的创作氛围比较

好。”李光华说，“学生们演奏能力

也在提高，作曲家发挥的空间更

大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除了

设置配器、作品分析、和声、曲调

的 课 程，还 开 设 了 民 歌、戏 曲 音

乐、说唱、民间音乐的课程。“我们

每年都会出去采风，老师也鼓励

学生创作民乐，某个学生的想法

有意思，大家都去思考，就形成一

个良性循环。”

中央民族乐团也开始深化内

部机制改革，以做剧目的形式做

委约创作。“一般委约的新作品能

够成活 30%就相当高了，我们现在

能达到 80%，节省了资金、盘活了

市场、带动了民乐演出市场。我

们还把《菊花台》等适合民乐改编

的流行歌曲纳入到民族音乐会中

来，改编成二胡、大提琴与乐队。

到学校演出时一报演出曲目，叫

喊声爆棚。可想而知学生喜欢的

是什么了。我们要把学生吸引过

来，要有一个交流的平台，把喜闻

乐见的流行歌曲嫁接到民族音乐

上，让他们从熟悉的旋律中体会

出民乐的高雅。”席强说。

说起从拍卖行买回“印刷赝

品”的经历，在收藏圈里摸爬滚打

近 20 年的郝惊雷既气愤又悔恨。

“这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

题。”郝惊雷说，2010 年 5 月，他在

嘉德春拍上看中了王文治行书手

卷、方士庶沧海秋波图和顾文渊、

蔡远等合作的山水画册，经过竞

拍，他以 20 万元的价格中标。“中

午取回拍品，在自然光下打开一

看，发现情况不大对。”

郝惊雷立刻折回中国嘉德国

际拍卖公司要求退画，但拍卖公

司 否 认 了 是 印 刷 品 的 可 能 。 接

着，郝惊雷将 3 幅字画送到文化部

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

员会进行鉴定，3 位分别来自故宫

和荣宝斋的专家给出结论：王文治

行书手卷与方士庶沧海秋波图并

非真迹，顾文渊、蔡远等合作的山

水画册结果待定。随后，他又请印

刷界的专家进行鉴定，得到的答案

是3幅均为印刷品。

“如果是后人仿制的赝品，我

也就认了，但这是印刷品，严格地

说是工业产品，没有丝毫收藏价

值。”郝惊雷说。在调解无效的情

况下，他将嘉德公司告上了法庭。

2010 年 9 月，北京市东城区人

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嘉

德公司否认 3 幅字画是印刷品，并

表 示“ 不 保 真”是 拍 卖 行 业 的 规

则。在双方对鉴定结果存在分歧

的情况下，郝惊雷向法院提交了

司法鉴定申请。

“自从这起案件被媒体曝光

后，很多有相同遭遇的收藏家或

明或暗地对我表示支持。”郝惊雷

说，他逐渐明白，“这起案子掀开

的仅仅是书画复制的冰山一角”。

以假乱真的印刷书画

郝 惊 雷 的 判 断 并 非 没 有 道

理。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高仿

印刷书画的印制、销售、拍卖已经

形成了产业链条，并流入了艺术

品交易市场。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书画真

伪科学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尹毅较

早就开始关注书画印刷。“上世纪

80 年代，我参与过书画的印刷复

制。当时，某美术机构经过黄胄

先生的同意，对他的一幅作品进

行了复制。”尹毅说，那时的印刷

作品会留有网点，如同“胎记”，是

复制品与手绘作品的主要区别。

“当时有年轻的技术员提出，

能否把网点去掉，以最大限度追

求与原作的相似度，但立刻被在

场的印刷专家否掉。专家认为这

项 技 术 不 可 能 实 现。”尹 毅 回 忆

说。进入新世纪后，国外喷墨打

印技术引入国内，复制行业得到

了很大发展。“2006 年，我看到了

无网点的书画印刷品，非常惊讶，

那个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技术实

现了。”尹毅说，随后他开始研究

这一课题。据他观察，2009 年至

今是书画印刷复制发展最快的两

年。这两年里，喷墨印刷技术的

普及可谓神速，仅北京开展这项

业务的公司就多达百家。

“国外几项印刷技术的发明

也为中国书画的印刷复制提供了

可能。”从事印刷多年的林诒洪表

示，3 年前，美国惠普公司研制了

颜料喷墨印刷设备，有别于以往

的染料墨，其与手绘书画所用颜料

更为相似，而且可以直接印刷在无

涂层的普通宣纸上，这使得材质与

真作更为接近。此外，微喷技术的

实现使得墨点接近无限细小，加上

墨滴在宣纸上的晕染，印刷作品上

的墨点很难被观察出来。“专门的

制 假 机 构 还 会 选 择 使 用 印 版 印

刷。他们通过激光制版，再利用相

关技术消除网点，使检测方法抓不

到把柄。”林诒洪说。

“对于书画印刷而言，最重要

的就是打印机和打印软件。一台

打印机的成本四五万元，打印软件

仅需千元，投资门槛很低。”林诒洪

说，国内书画印刷公司多数处于中

低水平，其成品散布在类似北京潘

家园这样的低端市场；高端的印刷

公司数量较少，他们的复制成本更

多是花在购买或租借昂贵的真作

上，往往只进行极少量的复制。

在北京某书画印刷公司，记

者看到了这样的印刷流程：首先

扫描原作，采集数据并输入电脑；

随后把电脑显示的颜色转化成印

刷色系，即黄、品红、青、黑四原

色；最后就是控制墨滴分布，打印

作品。在印刷过程中，颜色、位置

都由电脑程序控制，非常细致，因

此国画中难以模仿的渐变效果也

可以完全实现。

“印刷品让我们惶惶不可终日”

“印刷书画一旦猖獗，对中国

艺 术 品 市 场 的 打 击 将 是 毁 灭 性

的。藏家将把大量的资金投给肆

无忌惮的骗子，而拍卖场上的假

东西会越来越多。”郝惊雷说，这

也是他决定撇开个人面子，走上

法庭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几天，有人拿来一幅画说

是花500万元买来的，结果我一打开

发现是喷墨印刷品。”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杜大恺说，喷墨印刷品已

经做到一般人难以识别，只有专业

画画的人能通过画的颜色、墨附着在

纸上的感觉来区分。最近，他看了国

内几家大拍卖公司的预展。“根据我

的判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假画，情

况很严重。”杜大恺有些愤慨。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喷墨印刷

品的“厉害”，中国艺术科技研究

所请“高人”复制了一批书画印刷

品，并与原作不记名地摆放到一起

进行对比。原故宫博物院资料信

息中心主任胡锤看后感慨万千：

“我在故宫看了 30 年的书画，也帮

很多国家的博物馆藏品拍过照，尚

且可以用眼睛辨别真伪。但说实

话，如果不把两幅作品放在一起对

比，确实很难鉴定出来。”

胡锤承认，故宫也有高仿作

品，但这是由于很多名画拿出展

览一次，就必须放回库里两年，需

要高仿复制品来弥补这一缺憾。

不过，故宫的书画复制品上一般

会加上仿古印章作标记。“艺术品

复制技术对研究和普及艺术的确

起到重要作用，可一旦偏离正轨，

就会产生非常坏的影响。”

山东美术馆馆长陈国力就险

些把真作和复制品完全颠倒。“高

仿真书画复制品的出现给美术馆

的征集、保存、展示工作带来很大

困难。”陈馆长忧心忡忡地说，他

们不仅要警惕购买的书画是印刷

品，还要防止书画在保存和交流

展 出 的 过 程 中 被 人 用 印 刷 品 掉

包。“对经营美术馆的人而言，真

是惶惶不可终日。”

针对新型的复制手法，陈国力

盼望有新的鉴定手段与之抗衡。

“以眼学为主的鉴定方法已经不适

应这种高科技的造假方式，必须有

高科技的鉴别手段来对付。”

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张忠

义也提出，科技与传统结合是中

国书画鉴定的必由之路。“科技手

段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对材料进行

定量分析，这是任何传统鉴定都

无法做到的。”

此外，应用科技鉴定也可以防

止人心不古。“如今，很多艺术家和

专家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思想发

生了变质，故意把假的说成真的，

所以要有一种科学的手段来防止

这些人的违心鉴定。”胡锤说。

“更重要的是对国外的中国书画

印刷品有所鉴别和制约。”尹毅说，钻

研中国书画印刷的不仅只有中国人，

要知道这些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

从国外引进而来，国外也有专门研究

印刷中国书画的机构。“中国有大量

的书画流失在海外，如果这些作品

被印刷复制，以假乱真回流到国内

艺术市场，后果不堪设想。”

高科技鉴定呼之欲出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中国艺术

科技研究所负责实施的国家科研

项目“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通

过专家验收，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成果便是对喷墨打印的高仿真书

画的识别。

“把喷墨打印复制品放到先

进 的 科 技 设 备 下 ，就 会 现 出 原

形。”尹毅说，检测设备主要是从

国外引进的光学仪器，然后针对

中国书画的特点对设备进行了相

应改造，使其能对书画作品的纸

绢、墨色、印泥进行物质成分和微

观结构的分析。

“比如，原作色墨是手工调和

后绘制在画面上的，在显微镜下

观看局部色墨，其状态和人眼所

见的书画色墨状态基本相似，而

喷墨打印的复制品是将多种不同

色相的颜料微喷在画面上，在显

微镜下能看到红、黄、青、黑各色

的微喷色点。”尹毅说，光学仪器

就像“第三只眼”，可以窥探到书

画作品的微观物质形态。目前，

这项技术已经申请了国家专利。

但尹毅也表示，科技检测不

是万能的。“这些科技检测的初步

成果不能解决书画鉴定的所有问

题，尤其是遇到后人用老纸、老墨

等老材料制作的高仿品，科技鉴

定就会备感困难。”如今，喷墨打

印的花样也不断翻新。有的是直

接打印，有的是半印半绘，即在打

印后加以手工描绘，还有部分打

印结合部分真迹。

“分色技术的改进也给鉴定

带来新课题。”林诒洪说，新的分

色技术在原有的四原色基础上增

加了色系，比如打印水墨画不用

复合颜色，而是以炭黑为主，这在

各种光源下看都非常接近原作。

黑、灰、浅灰等色系的分层也使墨

点更难以观察到。

“相比科技手段的加强，目前

最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鉴

定机构，由国家赋予一定的职责。”

胡锤建议，高价的拍卖品一定要经

过鉴证和备案，才能进入拍卖程

序。“要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没有

经过鉴证就有可能是赝品。”

陈国力对此表示赞同。“美术

馆的藏品有了检测认证和备案还

不够，还需要社会的承认和法律

的认可，要有公信力的单位来承

担这项工作，这非常关键。”

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认为

更为重要的是对整个艺术市场的

治理规范。“欧洲早就有了技术鉴

定，但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赝品问

题，更多采取博物馆的备案制和艺

术市场的规范建设。”如果艺术市

场的监管体系没有健全，单独使用

技术手段肯定会遇到困难，“搞不

好，这些技术还会扰乱市场，有人

可能会拿着假画去备案，并利用备

案记录达到牟利的目的”。

“艺术市场发展既需要技术手

段，也需要行业诚信的建立。”文化

部文化市场司娱乐演出艺术品市

场管理处调研员李建伟说，目前艺

术品管理条例正在制定之中，已经

修改了多稿，就是希望通过完善宏

观政策来提供制度保障。

书画司法鉴定处于真空地带

郝惊雷提出了司法鉴定的申

请后，麻烦又来了。“在具有司法

鉴定资格的机构中，没有一家是

专 业 的 书 画 鉴 定 机 构。”郝 惊 雷

说，由于技术原因，两家鉴定机构

都退回了需要鉴定的书画。

“我国的司法鉴定体系目前尚

未把书画鉴定纳入其中。”众成仁和

律师集团事务所北京分所主任董一

鸣表示，目前的书画鉴定机构非常

多，但都没有司法鉴定资质。在法

院审理过程中，这些鉴定机构出具

的结论很难作为证据被采纳。

董一鸣分析，最大的原因是

传统的鉴定经验没有形成统一标

准。“把一幅画拿给不同的鉴定机

构 ，往 往 会 得 出 不 同 的 鉴 定 结

论。”董一鸣透露，司法部也曾考

虑艺术品的鉴定问题，但由于传

统鉴定存在缺陷，很难做到客观、

公正、唯一，没有形成标准。

近些年，随着艺术品市场的

活跃，关于艺术品真伪的纠纷也

急剧增多。买家发现购买了赝品

后，往往由于缺少相应的鉴定机

制，其结果多是由法院对双方进

行调和或被判败诉。自从买家苏

敏罗拍到吴冠中作品《池塘》的伪

作对瀚海拍卖公司提起诉讼但终

审败诉后，买家胜诉的几率就更

小了。“拍卖公司可以拿出‘不保

真’做挡箭牌。”郝惊雷说。

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工作也证

明了这一说法。“虽然关于艺术品

真伪的案件在增加，但我们现在

代理的并不多，每年只有 5 起左

右，很重要的原因是胜诉率太低

了。”青年律师梁奇烽无奈地说。

“不过，越是这样，公众的维

权 意 识 越 应 该 提 高。”梁 奇 烽 建

议，买家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让律

师介入，做备案登记，起码能保证

交易过程不可变更；其次，要注意

合同中的措辞，“一些消费者看到

‘保真’二字就买下，却没看到另

外的条款中‘可能是真’的模糊词

语。一旦遇到纠纷，拍卖公司即

可拿出这些条款来回避责任”。

“多数藏家买到假画，因投诉

无门，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郝

惊雷说，现在他感觉自己是代表

众多受害的收藏家群体与拍假行

为进行较量。当然，有些买家不

声张的原因是希望通过拍卖把假

画再卖出去，这样不仅没有损失，

还可能捞上一笔。

“高仿”假冒真品：收藏市场的“毒丸”
本报记者 屈 菡

民 乐 创 新 向 何 处
本报记者 王立元

左图为正在打印中的高仿书画，该机器可以同时打印四张书画作品。右上图为某作品印章 40 倍放大

图，右下图为某作品复制品印章 40 倍放大图。可以看出，复制品的放大图中充满了微喷色点。

“女子十二乐坊”红火一时，也引来不少争议。

工作人员正在用 40 倍的显微镜鉴别一幅书画手卷的真伪。 屈 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