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
伯，号苑北居士。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
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
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
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
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
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等。

倾倒之印

一次，启先生为别人题字后，照
例落款、用章，不料钤印时颠倒了，
旁观者无不惋惜，也不便请先生重
写一幅，只好劝慰：“没关系，没关
系。”先生笑而不答，又拈起笔在钤
印旁补上一行小字：“小印颠倒，盖
表对主人倾倒之意也。”于是举座
重欢。

妙解执笔法

启先生讲课时，曾有人递条请
教执笔法与书法优劣之关系。先生
说：“以执笔法论断书法孰优孰劣，
最难服人。譬如上街买包子，你只
看包子质量，管那厨子是站着还是
坐着捏，是五指捏还是四指捏的
呢？那厨子出来说‘有时站着，有时
坐着，我是用左手三个指头捏的
褶’，你还买不买？左手三个指头捏
褶的包子立马就不香了？咱们得先
搞清楚：是吃包子，还是吃手艺？四
指还是五指握管，都各自有些道理，
但最终看的是作品水平。科学发展
了，不定哪天研究出苏、黄、董、米如
何执笔的，如果碰巧不符合你主张
的那个执笔法，怎么办？总不能把
他们从书画史上开除了吧？”此话通
俗易懂，道理却讲得实实在在。先
生活泼的思路、超越常人的视角，独
出心裁的见解透露出一种卓尔不群
的气质。

自撰墓志铭

启功很幽默，且为人很谦逊。“中
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
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
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
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
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
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
是启功 66 岁时写下的流传甚广的

《自撰墓志铭》。

鸟乎

亲朋好友见到启先生总是关切
地问：“您最近身体如何？”先生常回
答：“鸟乎了。”不明就里的人总是莫名
其妙地追问：“何谓鸟乎？”先生则笑眯
眯地答道：“就是差一点就乌乎了！”

活灵活现

一次，启先生携亲友前往济南
长清县灵岩寺参观一个塑像馆，看
到庙前有某大画家的题词云：“灵岩
名塑，天下第一。有血有肉，活灵活
现。”先生觉得此四句话互不相联，
语意朦胧，又不合辙押韵，“淘气”之
情又油然而生，便对跟随者说：“可
以在每句后面各加一字，改为‘灵岩
名塑——馆，天下第一——展。有血
有肉——身，活灵活现——眼。’”众
皆大笑，无不佩服启先生之敏捷机
智。须申明的是，先生与此大画家并
无嫌隙，如此改动，纯属文人之间善意
的“恶搞”而已。 （摘自《启功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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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启功先生是著名的书画家，
也是著名的鉴定家、诗人、古典文学及古
典文献学专家。他的书画作品在拍场上
同样有着出色的表现，备受藏家青睐。
本期我们特推出“启功先生书画与市场”
专题，向读者朋友介绍启功先生书画作
品风格及理念的同时，以专访方式，介绍
启功书画作品的相关市场情况，以期对
启功先生的书画爱好者有所启发。

宋建华：启功先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书画家，一直受到老百姓以及拍场的欢迎
和追捧，当然他的贡献远远不止于书画领
域。文津阁自成立以来，策划组织了多次
启功先生的展览及拍卖专场，都颇具影响

力。请谈谈您眼中的启先生。
王维：去年是启功先生诞辰110周

年，我们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了“高山
仰止——启功先生书画作品及论著手稿
展”。画舫斋以前是乾隆皇帝经常去看
戏、读书的地方。1956年北京中国书法研
究社（即北京书法家协会的前身）成立，这
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书法社团。书
社成立当年，就在北海公园举办了第一次
书法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当代书法作品
在首都的集中展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
响。自此，北京的书法前辈们经常活动于
此，与画舫斋结缘。

正如这次展览的名字“高山仰止”，

启先生德行高尚，让人敬仰。其次，启
先生学问渊博，像高山一样让人仰慕。
他在诗词、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金石
学、书画以及文物鉴定等太多领域都有
很高的造诣。现在社会讲“专家型人
才”，其实传统文人都是打通的，各种学
问相互支撑，相互丰富。综合来说，启
先生的影响力极其广泛，不仅在书画领
域。加上他的书法风格中正安舒、雅俗
共赏，画作淡雅清新、空灵蕴藉，受到社
会的喜欢，使他成为“书画名人”，而他
的趣事也颇多，很多掌故如“启功不打
假”，几乎家喻户晓，反过来又促成了

“名人书画”。
宋建华：据我了解，今年2月份文津

阁2022秋季拍卖会，“丹青功德——启
功先生书画专题”拍品100%成交，获得
拍卖佳绩。简单介绍一下取得这样不
俗成绩的原因？

王维：这次拍卖的主题叫“丹青功
德”。也很有意思，“丹青功德”这四个字
是启功先生写的，但不知道是给谁写
的。这个小竖条是我在别的拍卖会上拍
得的。这四个字可太好了：“丹青”指书
画；“功德”，“功”指成就，“德”指德行，而
且“功”字又一语双关，内含了启功的

“功”字——我觉得这四个字就是为启先
生量身打造的，无论多少钱也要把它买
下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专题命名为

“丹青功德——启功先生书画专题”，每
次我们在图录的右上角眉页的地方，印
上这四个字，慢慢的，“丹青功德”就成为
了我们的一个小品牌。

关于拍品100%成交的问题，实际不
难。不是我们工作做得好，是启先生的
号召力太强。我们每次最多展出拍品二
三十件，少则十几件，组成一个小专题。
每次的专题都是多方面照顾，各种各样
的类型都兼顾一下，不仅仅只是为了市
场，所以每次都会有比较好的成交结果。

宋建华：启功先生书画的价格走势
可谓“稳中求进”。但这两年来，拍卖市
场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启功书画作品在
市场上的行情、波动趋势如何？

王维：价格只是一个结果，导致这
个结果的因素有很多。有很多跟启先
生同辈的书画家，当年他们影响力很
大，市场价格也不低，但现在很多人的
价格和启功先生是没法比了。原因在
哪儿？一方面，启先生德行高，学问功
夫做得扎实，受人爱戴、敬仰，这是启
先生自身的因素；另一方面，其书画的
风格安舒典雅。这些是内因。外因则
主要是启先生的家人，比如他的内侄章
景怀先生，以及学生、相关机构等，都
在为启先生做一些整理、出版、宣传工
作。特别是启先生的家属，一直在做很
正能量的事情，整理启先生的遗物、举
办展览、结集出版，这都是很重要的
因素。

启先生生前是北师大的教授，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这些年来一直在做启先生相
关资料的出版。同时，还有一些市场机
构，如拍卖行、画廊等，共同合力，促使启
先生书画的价格在艺术品市场有一个很
好呈现。启先生的书画价格稳步提升，有
特别扎实的基础，所以疫情期间他的作品
价格波动没有那么大。

宋建华：“启功先生书画专题”是文
津阁多年来的特色和专长，有些展览具
有很强的学术性，并不以营利为目的，
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王维：北京文津阁国际拍卖有限责
任公司2011年才成立，应该说，我们没
赶上拍卖行业的暴涨期。像嘉德、保利
这样的大牌公司，已经形成了拍卖市场
的格局，其他公司目前的规模想打破这
种格局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公司从一
开始定位就很清楚，走专业化、学术化
道路。我们每年会定期做一些学术性
展览，这些展览和我们推出的拍卖几乎
是无关的——即便是我们做启功先生的
展览，我们也做得很纯粹，展览就是展
览，拍卖就是拍卖。像2013年我们策划
的，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书法家协
会、西泠印社、福建省文化厅主办，福建
省博物院、启功书院、潘主兰研究会承办
的“启功、潘主兰书画展”在福建博物院
展出；2015年，在京师美术馆展出的“纪
念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书画展暨研讨
会”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展出的“吴大
澂暨晚清金石家书画展”；2018年荆州
博物馆展出的“荆州博物馆楹联大
展”；2021年北海公园画舫斋展出的“盛
世重温 京风遗墨——北京中国书法研
究社社员作品展”等。这些展览虽经我
们策划，但我本人都尽可能少参与，刻意
保持距离，保持这些活动的独立性。

宋建华：书画市场上流通的启功先
生的作品很多，书画伪作一直以来都是
干扰收藏的因素之一。对于新入场的
买家，您有什么建议？

王维：首先，购买的渠道很重要，
渠道一定要正。新手购买的时候，要
通过一些比较有品牌的拍卖行或好的
画廊购买。当然也不是说他们就没有
假的东西，或许也会有，但相对来说，
品牌性强一点、口碑好一点的机构，买
到假的几率会小一些。拍卖是公开公
正的，会制作拍卖图录，有现场预展，
如果看不懂可以请懂的人帮你看。另
外，启先生有很多作品是出版过的，或
者来源很好的，尽可能去买好的出版
社出版的，或传承有序的作品。很核
心的一点：要么自己懂，要么身边有懂
的朋友，而且懂的朋友（专家）一定要
靠谱。既然准备收藏，就要做一些相
应的准备，身边有高人指点是很重要
的。毕竟很多行业都是有门槛的，收
藏也一样。 （文/宋建华）

“书画名人”加“名人书画”就是完美启功
——访文津阁拍卖董事总经理王维

启功 松泉高士图 130cm×81cm 纸本设色
成交价：RMB 5,865,000（约9.48平尺）

启功 秋山红树图 122cm×62cm 纸本设色
成交价：RMB 2,760,000（6.81平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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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同，写字的条件不同，技法
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别。启先生特别善
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寻找到客观规
律。1977年他给徐利明回信：“当时的
原迹虽已无从看到，但拿其他墨迹来
比较，总有一个‘理’，有一个规律。
譬如人走路，到了转弯时，脸必随着方
向转，如果遇到一个人身已左转而脸
尚向右，必然是右边有事物，他在回
顾。如无可回顾，那必然是他的脖子
坏了。”启先生这段话举了人的走路姿
态这个通俗的例子，是说明如何还原
石刻字迹本来的面目，需要从墨迹中
参悟。今天要想更好地学习书法，需
重视书法载体背后的“理”，也就是各
种不同书体内在的书写规律。

学习书法，首先提到的是结构和
用笔，两者孰轻孰重，一直有争论，也
是启先生在书法教育过程中特别关注
的。他依学书的深浅阶段，认为结构
更为重要，说：练写字的人手下已经熟
悉了某个字中每个笔划直、斜、弯、平
的确切轨道，再熟习各笔划间距离、角
度、比例、顾盼的各项关系，然后用某
种 姿 态 的 点 划 在 它 们 的 骨 架 上 加

“肉”，逐渐由生到熟，由试探到成就这
个工程，当然是轨道居先，装饰居次。

启先生说的“轨道”就是字的结
构，是骨架，要首先解决好。“装饰”就
是用笔，是锦上添花。这个“理”，对于
初学者尤为关键，如果一开始过多注
意一笔一画的用笔，容易陷入细节难
以突破，而从大处着眼的话，结构解决
好了，字有姿态，学习起来兴趣高，容
易见成效。

练字是在正确轨道上的重复，启功
认为这种重复务必准确，如对“理”的理
解把握不对就会南辕北辙。他的做法
是：“临帖时，经过四层试验，一是对着帖
仿那个字；二是用透明纸蒙着那个字，在
笔画中间划出一个细线，这个字完全成

了一个骨骼；三是在这骨骼上用笔按粗
细肥瘦加肉去写；四是再按第一法去
写。经过这样一段工夫，才明白自己一
眼初看的感觉和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后的
实际有多么大的距离，因而又证明了结
构比用笔更为重要。”从中可知，第一步
先对着字帖临写一遍，这好比参加体育
比赛之前先摸个底儿，看看自己的实力
到底如何。第二步把原字基本的骨架用
一根单线勾出来，注意是在笔画中间划，
这本身是深入具体观察继而熟悉描摹的
一步。第三步依据这个单勾的字形，对
着原字把笔画还原出来，尤其要注意笔
画的粗细肥瘦。这种“解剖”式学习过程
看似笨拙，但确实能发现自己的差距，进
而逐步收到实效，其实事半功倍。在教
学过程中，启先生一再建议通过摹写，解
决字形结构的问题。也就是在精研的学
习过程中，他发现了结字的秘密，就是著
名的“黄金率结字法”。

在各种字体中，启功认为楷书最宜
学习，他说：“虽然各家写法不同，风格
不同，但字形的结构形式是一致的。各
种字体所运用的时间都不如真书时间

久，真书至今仍在运用。为什么真书能
运用这么久？因为这种字形在组织上
有它的优越性。字形准确，写起来方
便，转折自然，可连写，甚至多写一笔少
写一笔也容易被人发现。”真书就是楷
书，它的字形准确，书写稳定。启功说：

“结字不严之运笔，则见笔而不见字。
无恰当位置之笔，自觉其龙飞凤舞，人
见其杂乱无章。”这个“严”字，就是精
准。他也多次提到，楷书要当行书写，
点画顾盼生姿，不能呆板。米芾说写字

“得势乃佳”，启先生强调“不可太正”，
笔下要有滋味，必须追寻其中的“理”。

由写字上升到书法艺术，在书写上
有更高的要求。古代书论中有大量关于
笔法、结构、章法的论述，启先生不止一次
提出反对其中故弄玄虚的部分，因为这些
让人对“理”更加迷惑不清。我们看经典
作品，每一个字有每一字之势，都经得起
推敲，但所有的单字只有放到作品中才有
真正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经典作品中
的每一个字都是唯一的，是不可移易的，
这对于我们理解其中的“理”又有了另
外一层含义。 （文/程仲霖）

启功论书法中的“以理为要”

启功 行草书静观 34cm×95cm 纸本
线装书局《高山仰止——启功先生书画作品及论著手稿展作品集》

在书画作品上进行题跋，是中国书
画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历代的题跋
不仅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成
为中国书画史研究的一把钥匙，兼具艺
术属性与文献价值。

启功先生是一位集古典文学、文
献学、古文字学、书法史于一身的学
者，其本人又是一位书画家，他一生在
过眼大量书画名作及碑帖拓本的同
时，也留下了数目可观的题跋。启功
先生的书画题跋体现了他丰富的文史
学养和高妙的艺术修为。从视觉效
果、所写内容等方面考察，笔者认为启
功书画题跋有以下特点：一、位置得
宜；二、书风温雅；三、诗文考究；四、就
题发挥；五、思想丰厚；六、动态认知。
下面逐一阐释：

1.位置得宜，是指在题跋时注意经
营位置。尽管启功先生题跋过的书画
作品及碑帖数量繁多，但整体上讲，除
在一些影印本上的题跋（这些印刷品当
然不属于“作品”范畴）外，所选位置大
多讲究尊卑有序，体现出谦逊的君子
风度。

2.书风温雅，是指在题跋时注意书
写风格。和世人熟知的“启体”书风不
同的是，启功先生的题跋书风更加富有
书卷气，气息内敛、用笔精到，同时也不
乏书写的日常属性，和张扬艺术性、追
求展示性的“艺术创作”拉开了一定的
风格差异。此外，启功先生早年的题跋
作品，也为我们了解其早年书风提供了
参考。

3.诗文考究，是指在题跋时注意诗

文本身的文学性。众所周知，启功先
生是著名的诗人，他自己也曾说：“我
终生不辍的另一项事业是诗词创作。”
在《启功口述历史》中，他还详细阐述
了他的诗词创作主张和经验。启功先
生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专精，赏读他
的文言题跋，也能感受到他古文的醇
正。关于这一点，赵仁珪先生也有相
关论述，他将启功先生的这个特点归
结为“艺术的学术化”，即比如“在诗
词、题跋等文学艺术作品中讨论、探讨
学术问题”，“以深厚的学识积淀为基
础，滋养诗、书、画这些传统艺术，使其
意蕴愈加丰富”。尽管有些观点或者
研究方法在其他论文中也曾出现或使
用，但当这些内容以题跋的方式体现
出来时，更具文学之美：“启先生学术
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的呈现方式，或
为诗词题跋，或为学术论文，前者的艺
术性自不待多言……”

4.就题发挥，是指在题跋时注意紧
扣“对象”。书画题跋的本质是“命题作
文”，也就是说，所谈必须是所给的对
象。启功书画题跋，往往是就题发挥、
有感而发，不离题、不跑题，不说无关痛
痒的话。

5. 思想丰厚，既指在题跋单件作
品时注意挖掘它们在美术史、书法史
乃至文献学、史学方面的价值，又指
当这些题跋汇集在一起出版、面世
时，所呈现出的启功先生丰厚的学术
思想。

6.动态认知，是指在题跋时，在不
同的阶段，基于对不同材料或角度的分
析，形成了不同的阶段性认知。

这些篇幅灵活的书画题跋，具有
很高的文化价值。赵仁珪先生曾将它
归结为三个方面：书法价值（注：根据
赵文可知，这里的书法价值也包括启
功先生的书学思想）、鉴定价值、文学
价值。 (文/怡斋)

大有讲究的启功书画题跋

启功 行书跋升仙太子碑 纸本 妙鉴斋旧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