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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憨山其人其画

王憨山（1924—2000）湖南双

峰 县 人，原 名 嘘 云，著 名 花 鸟 画

家，湖 南 文 史 研 究 馆 馆 员，湖 南

书 画 研 究 院 特 聘 画 师 。 曾 师 从

国 画 大 师 潘 天 寿，为 人 朴 实、憨

厚、真率，自号“田园 宰 相 ”。 在

坎 坷 的 一 生 中 始 终 坚 持 自 己 的

艺 术 追 求 ，将 文 人 画 传 统 精 华

融 入 他 多 年 乡 村 生 活 积 累 的 艺

术感悟之中，在中国绘画史上创

造 出 堪 称 独 树 一 帜 的 写 意 花 鸟

画风格。

他 提 出“ 二 分 写 字，二 分 画

画，六分读书”，主张作画要给足，

即“墨要给足，色要给足，给足才

有分量。”其诗如白石，字似金农，

画则崇尚周颐论词的“重、拙、大”

的 审 美 法 度，磅 礴 大 气，不 阿 流

俗、独辟蹊径。深厚的学养还表

现在画作题识上，寥寥数语即融

入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切感受，韵

味无穷。乡野习见的花鸟虫鱼，

在其文质相兼的笔下，都被点化

为极富意蕴的雅构。其作品先后

在长沙、北京、广州、深圳、台湾展

出，引起很大反响。

开创中国焦墨山水的老画家

张仃先生，看了憨山的画后指出，

其画有土气、文气、才气、大气“四

气”，并认为这“四气”是中国画至

为 宝 贵 的 元 气 和 真 气 。 他 说：

“看到王憨山的画，我想起当年可

染先生面对黄秋园遗作时感叹的

‘国有颜回而不识，深以为耻。’憨

山多次来京，我亦数次去湘，竟缘

悭一面。恨不能起憨山于地下，

执手相叙，以慰我怀。”

中国当代著名工笔画大家陈

白一认为，王憨山是个真情的艺

术家，“他的画、他的诗、他的人都

是真的，他的字没有头、没有尾，

也没有形，与传统书法不一样，自

成一体，是一种真情的字，是一种

童 心 的 字 。 他 的 画 注 重 的 是 画

情，而不是画形，画出了对生活的

感情。而他的诗没有什么拐弯抹

角，没有之乎者也，全是老百姓的

语言，很有真情。”

王憨山的生命虽然终止, 但

其艺术生命却仍持续发酵、更加

强盛。2001 年的北京“百年中国

画展”（1900—2000），湖南入展者

仅 4 人，王憨山名列其中。2002 年

新编的全国中学美术课本，“中国

画”一节中，王憨山的两幅作品与

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被

列在一起。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都收录

有其作品。

国家画院研究员、知名美术

评论家王鲁湘认为，憨山先生是

湖湘文化在美术界的杰出代表，

其作品、人格、艺术气质在某种意

义上就是 1000 多年湖湘文化湖湘

精神在当代的一种体现，在他身

上，体现了湖南人憨厚、朴拙但是

又充满智慧的品性。他说：“那幅

著名的《群雀图》，有幸入选了中

国 美 术 馆‘ 百 年 中 国 画 展’。 该

展是一次规模空前、档次极高的

展览，展出的是 20 世纪 100 年中

筛 选 出 的 最 优 秀 的 中 国 画 家 的

代 表 作 品 。 这 说 明 憨 山 先 生 在

中 国 美 术 史 上 的 地 位 和 成 就 已

经获得公认。”

2011 年 6 月 8 日至 12 日，中国

美术馆典藏部主任王晓梅一行专

程来娄底考察憨山艺术，对其艺

术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12 月 28

日，应中国美术馆之邀，憨山长子

王雪樵去北京洽谈收藏憨山作品

的问题。

2011 年 11 月 12 日，中国美协

副主席、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在

王 鲁 湘 的 陪 同 下 来 到 娄 底 博 物

馆，考察憨山字画作品。在欣赏

了 200 多幅作品后，杨晓阳对憨山

推崇备至，认为可以将他列入中

国 画 的 代 表 性 人 物 —— 八 大 山

人、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这一

大师方阵的行列之中。

曲折艰辛的艺术道路

由于憨山特殊的生活经历，

其画作数量的统计，也许永远是

一个谜。曾有媒体如此评述憨山

的平生不得志：憨山早年毕业于

南京美专，后来蛰居乡下，潜心攻

艺，一呆就是几十年。既是科班

出 身，又 长 期 泡 在 农 村，外 师 造

化，中得心源，厚积而薄发，无怪

乎 1987 年 这 位 酷 似 乡 间 老 农 的

画 家 背 着 两 麻 袋 作 品 到 省 会 长

沙办个人画展时，令陈白一等知

名画家刮目相看，为之震惊、为之

兴奋。

当时，憨山已 63 岁。

虽然憨山的作品得到了业内

认可，但市场尚未来得及“接纳”

他。再说，一年之中在省城举办

个人画展的人多了去了，未必个

个都是大师。1990 年前后，憨山

作 品 一 平 方 尺 的 市 场 价 是 多 少

呢？与憨山相交甚厚的藏家李湘

平告诉记者：“20 元。”憨山长子王

雪樵对此予以认可。

憨 山 一 生 坎 坷，历 经 磨 难。

抗 战 前 入 南 京 美 专 ，师 从 高 希

舜 。 1947 年 就 读 于 杭 州 国 立 艺

专，拜师潘天寿。后返长沙，并参

军入伍，担任过《战士报》的编辑，

却因为不适应而自请转业。1953

年回到老家，辗转于当地的小学、

中学与县文化馆之间，办展览、出

墙报，满腹经纶，一腔锦绣，却不

得不为生计劳累、奔波。有趣的

是，憨山的“转运”竟来自一次不

经意的“善举”。那是 1984 年，人

生六十转甲子，乡里集资办学，有

人怂恿他画画卖钱，他一口气作

画 300 幅，卖得 2.4 万元。当时那

是一笔了不得的钱款。他捐给学

校后，突然有种找到了真我的感

觉。他欣然命笔，在一幅小鸡图

上题词：“六十无闻悟是吾，春华

秋月酒家沽。不辞日暮重抖擞，

泼朱走墨呼小雏。”

据记者在娄底调查，当年憨

山 作 画 ，有 时 连 买 纸 的 钱 也 没

有。而关心他的人也多，送纸送

钱的都有，憨山憨厚，每每以画作

回报。为维持生计，他也卖画，只

是价格低廉。但只要有所获，憨

山总是欣欣然。

憨山画造假：
已形成完整产业链

有人总结了憨山画作的市场

升值图：第一阶段，1987 年长沙画

展前后，20 元一平方尺；第二阶

段，1991 年前后，参加中央美院画

展后，渐有声名，也只是 200 元一

平方尺左右；第三阶段，1996 年深

圳 、广 州 展 览 后 ，身 价 陡 升 ，为

2000 元一平方尺；第四阶段，2000

年仙逝时，声名鹊起，其画作为五

六千元一平方尺；第五阶段，2002

年以后，美术界、收藏界对其欣赏

有加，其地位稳步上升，直追大师

行列，其画作保持在 5 万元一平方

尺的价格水平。

自第四阶段后，市场上便有

憨山假画出现，并愈演愈烈，乃至

难以收拾。

憨 山 的 画 作 到 底 有 多 少 传

世？众说纷纭。

憨山书画院（筹备组）的几位

骨干坚持认为：按照他们的推算，

应该在 3000 幅左右，但确数实在

难以统计，因为，许多作品散落在

民间。由于憨山作品一直处在价

格的上升通道，藏家一般不愿出

手，故市场上交易的，极少真品，

有价无市。受巨大利益的驱动，

造假便应运而生。目前市场上交

易的作品，说全是假的，也许过于

武断。但说 90%是假的，断然不会

有错。

王雪樵基本认同这个观点。

据 悉 ，令 人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

参与造假的人，竟多是与憨山生

前有过交情，甚至是非常亲近的

人 。 他 们 利 欲 熏 心，恶 德 败 行，

干起了造假贩假的勾当，也因此

更具欺骗性。据憨山书画院（筹

备组）反映，憨山画作造假，分为

几个团伙，已形成了产、供、销完

整的“产业链”。长沙、湘潭等地

都 有，娄 底 是 重 灾 区，有 大 小 不

一 的 三 四 伙 人 。 他 们 共 同 的 特

点是：有造假画的，有销假画的，

还有“ 中间人”或“ 画托”。由于

他们或多或少与憨山有过交往，

故颇具迷惑性，上当的人不少。

憨山长子的无奈：
“我还能相信谁？”

市场上假画多了，自然有露

馅的时候。

2003 年 1 月，新加坡商人郭先

生在长沙买了一批价值 100 万元

的画，他发现是假的，便向警方报

案。王雪樵被邀请去做鉴定，结

果 确 实 没 有 一 幅 是 真 的 。 此 案

中，警方拘捕了 3 人。

即使是书画拍卖市场，也难

有真作。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憨

山作品的美誉度高，如果没有憨

山作品，拍卖会便会被认为没有

品位。其次当然是利益使然。

云遮雾罩、不乏诡异的书画

市场，很快就有了异样的声音传

出，矛头直指憨山长子王雪樵与

其母亲谢继韫。流言一波接着一

波，令人难以招架。其中几种版

本，一是说王雪樵自己造假，因为

他的画风近似父亲；二是王家人

从市场上买来假画，盖印后再卖

出去…… 王雪樵告诉记者，这些

纯属无稽之谈。想想看，谁会愿

意去丑化自己的父亲或者丈夫？

如果为了钱财，憨山留在家中的

遗作也有几百幅，随便出售几幅

便收益不菲。但我们一幅也不想

卖，全部保留下来，打算以后建一

家“憨山艺术馆”，见画如见人，把

作品留给后来者。

王雪樵说，父亲过世后，母亲

谢继韫便把父亲生前用过的印章

封存起来。但时不时有人拿画过

来，说 什 么 王 老 送 的 画，没 有 盖

章，要求补盖。对此，不管是真是

假，母亲一概拒绝。这样肯定会

得罪一些人。但她实际上是在做

一件对社会、对后人有益的事，每

一个有良知、有责任的人，应该对

她表示尊敬，而不是诋毁。

据娄底书协副主席“憨迷”李

湘平说，其实王雪樵也一直处在

“舆论”的中心。有人造谣说，王

雪樵与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的馆长

王志坚联手遭假，说得活灵活现，

他就亲耳听说过，但这就是某些

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散布的流言。

假画的模仿水平越来越高，甚至

达到以假乱真的高度，业内称之

“高仿”。有时，不与原作对比，真

还看不出来。王雪樵就因为几次

处 理 问 题 欠 妥 ，成 为 了 众 矢 之

的。有的就算没有看错，只是否

定了假画，也会有人无中生有，这

是利益的博弈，他一摇头，几万、

几十万的交易就泡汤了，不恨才

怪呢。

李湘平讲了一个故事：有人

为了金钱，不惜出卖良心、朋友、

道德……为了使假画“合法化”，

想通过憨山家人“授权”出版的方

式，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憨

山家人憨厚、单纯，听信了某人发

扬光大憨山艺术的幌子，签下了

“授权书”，但后来发现，某人唱的

竟是“瞒天过海”的诡计，把假画

当真迹排入画册之中。如果形成

事实，憨山的声誉将毁于一旦，家

人即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在憨

山书画院（筹备组）的帮助下，憨

山家人最终宣布“授权”作废，从

而终止了这一闹剧。

王雪樵伤心地说：“这样亲近

的人，都不能相信，以后还能信谁

呢？社会太复杂了，我只得出家了！”

不过，王雪樵并没有出家，他

改变了自己的艺术主攻方向，专

心从事“瓷画”创作，目前也初有

所成。

如何识别憨山作品真伪？

利 益 驱 动 ，致 使 良 心 缺 失 ，

“谁的画值钱就仿谁的”，导致许

多憨山艺术收藏家与爱好者上当

受 骗，蒙 受 了 巨 大 的 经 济 损 失。

这对憨山的艺术成就与声誉，也

是一种巨大伤害。为此，热爱憨

山艺术的“憨迷”们，在王雪樵、王

志坚、李舜平、李湘平、申学军、聂

旭东等人的牵头下，组织了起来，

为维护憨山画作的市场纯洁联手

打假，并拟申请成立憨山书画院，

将憨山艺术发扬光大。

那么，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

市场，如何辨别憨山画的真假呢?

据 憨 山 书 画 院（筹 备 组）的

“憨迷”们总结，打假宝典之一便

是领悟憨山画精神。憨山作品具

有极强的个性与独特面貌。因其

个性强烈，许多仿作往往仿其形，

而丢其神。

憨山一贯倡导“二分写字、二

分画画、六分读书”，文人画达到

这个境界，不是图表形式，而是表

达自己的品格、血肉、精神。憨山

作品多为中锋用笔，且有臂挽千

钧的力度，如排山倒海，而不失墨

韵。其线条大方大圆、刚柔相济、

显中见藏、藏中见显，花鸟画表现

出的拙更显其大气象。

憨山主张作画要画画稿，每

每 费 心 费 神 地 在 画 面 上 经 营 布

局，是为了更加放胆落笔，狂放处

不离法度，精微处不失纤细，他的

这股憨气是很难模仿的。市场中

的作伪者，自然难以企及。其作

品无论哪个时期，都极具阳光之

美，绝无柔弱之力，彰显其独特的

个性。

王憨山成功地探索了中国画

现代性的途径，承“齐”启后，其格

调、气度、境界与视觉笔墨、平面

构成、意趣造型，总让人产生内心

的震撼。

只要我们根据上述总体精神

来鉴别，不少伪作就可以显露原

形了。

打假宝典之二是当心“行家”

搅浑市场。与憨山有关的假画市

场，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就是，

造假者多与憨山有过交往，有的

甚 至 以 憨 山 艺 术 的 研 究 权 威 自

居。这无疑使艺术收藏者的收藏

增加了风险。在一系列已发生过

的事件中，本来应是可信的“专家

权威意见”，反而成了造假售假的

新招数、新法宝，凸显出少数人道

德的沦丧。

憨山书画院（筹备组）的“憨

迷”透露，艺术品市场的火爆使书

画作伪之风猖獗，作伪手段、作伪

技术层出不穷。近年来，湖南省

内长沙、娄底、双峰等地发生了多

起王憨山假画案件，公安机关在

侦查过程中发现少数人利用王憨

山故交的所谓“影响”，在既没有

王憨山家属授权，也没有有关权

威机构授权的情况下，自立门号，

堂而皇之地在王憨山书画作品上

以个人名义签署签订意见、盖章、

摁手印。以“行家”的身份浑水摸

鱼，自吹自擂，自称是最懂王憨山

的人，收取“鉴定”费用，甚至与造

假 、售 假 串 通 一 气 共 谋 不 义 之

财。这种做法正是利用了常人的

信任，对不明真相的人更具欺骗

性，是一种对收藏者、购画者极不

负责任的行为。因此，一定得当

心那些所谓的“行家”。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憨山的

作品经过 10 余年的频繁交易，大

部分作品已集中到有实力的收藏

家、艺术爱好者手中，且很少流通

出来，故参加交易应慎之又慎。

2011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右三)赴娄底观摩王憨山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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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憨山的作品成为收藏者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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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憨山何许人也？湖南著名花鸟画家。他的《群雀图》曾入

选“百年中国画展”。

近些年，以湖南为核心辐射，憨山作品收藏热日盛，但假冒现

象也愈演愈烈。如果说，市场上交易的憨山作品 100%是假的，过

于绝对您也许不信。但若说交易的憨山作品 90%是假的，那可是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

王憨山书画王憨山书画市市场乱象忧思场乱象忧思录录
本报驻湖南记者 吴啸华 谢 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