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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木石图》将拍卖
千年画作何以流落日本？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被认为是北宋苏
轼真迹的《木石图》将于11月亮相香港佳士得
秋拍。拍卖行确认，该画征集自日本。

苏轼传世至今的画作可谓凤毛麟角，除了
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便是流落
海外的《枯木怪石图》，即《木石图》。

北洋时期，曾做过吴佩孚秘书长的白坚夫
买下了《枯木怪石图》与《潇湘竹石图》这两幅画
作。但此后这两幅画的命运走向了两个不同方
向。

其中，《潇湘竹石图》流传有序。上世纪60年
代，白坚夫将此画卖给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
邓拓。该画后被捐赠中国美术馆，收藏至今。
2011年中国美术馆50年捐赠作品大展中，《潇湘
竹石图》领衔展出。当时媒体将这幅画称为“苏轼
国内孤本”。

《木石图》则被认为自抗战时便流入日本，此后
一直难觅踪迹。在日前佳士得的发布会上，拍卖行
确认，这幅画作征集自日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
证了此前关于该画流传的说法。

据悉，这幅《木石图》入藏于日本阿部房次郎爽籁
馆。以此算来，该画流落日本已有七八十年。

《木石图》画长26.3×50厘米，画连题跋长26.3×
185.5厘米，全卷连裱共长27.2×543厘米，可分为三段
来看，除引首部分的空白之外，首先是画心部分，绘有
枯木、石头、草木等；第二段先后是刘良佐与米芾的跋
文，由于年代久远，两人跋文的纸张似被裁开后合在一
起；第三段为元代愈希鲁和郭淐跋文。画中印章有40余
枚，年代涵盖南宋、元、明，但是清代之后没有任何鉴藏
印。

此图绘一棵枯树扭曲上扬，树枝杈桠交错，树叶已落
尽。旁有一块怪石，石旁几株幼竹，除竹叶和一些树枝外，
全画大都用淡墨干笔画出。

事实上，我们从画中题跋及鉴藏印即可见此作的流传
脉络。两宋时，便有与苏轼同代书画家米芾的题跋，又有宋
高宗赵构“绍兴内府”印，以及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的印。
此后，元初书画家鲜于枢、元末诗人俞希鲁都曾题跋。

鉴藏印显示，至明代，此画曾为朱元璋养子沐英家族、藏
书家李廷相所藏。虽然书画圈对于该画是否为苏轼真迹、画
中米芾题跋是否为真等问题都有争论，但从画上鉴藏印看，
这幅作品确是流传日久。

据悉，专家给该画的估价为约4亿元港币。

崔尚华，1986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州市，
2005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09
年考取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版画专业研
究生，2012年获硕士学位，现就职于内蒙古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版画系。

获得过众多专业奖项的崔尚华憨笑着称
自己是“工具控”，因为版画需要很强的动手能
力，创作起来少有束缚，可以自由发挥，所以他
选择了版画。他如数家珍地向记者普及各种
材料版画的特性：铜版是凹版，木刻以凸版居
多，丝网版是漏版，石刻版是平版……

他强调，很多人对版画存在误解，以为是可
以无限复制的，其实不然。按照国际惯例，版画
家完成一定的印数后，必须用铅笔在画面边沿
的左下角书写印数、编号、标题、版种、作者、创

作时间等，它完全不同于复制品。
崔尚华对记者说：“其实，版画跟视觉、

思维、科学都有关联，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
的作品很多以装置的面貌呈现，融合了很多
高科技的东西。”

此次展出作品《丝路梵音》是崔尚华
2017年获得江苏省艺术基金当代艺术与
版画创作人才培养的项目。他为此确定
了10个题材，然后经过不同的艺术手段
处理，呈现出200幅完全不同的作品，这
些精致的小品，又作为一个艺术元素，经
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成为一幅抽象画。

“版画可以打破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界限，
然后它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表达方
式。”崔尚华说。

版画可以跨越艺术界限
“当代版画艺术与城市生活”展举行

日前，由宁波晚报《艺术品鉴》栏目和南国画廊联合主办的“当代版画艺术与城市生活”展览活动
在宁波VOGT当代艺术空间开幕。此次活动旨在让版画进入宁波的城市生活，成为大众能欣赏、可制
作、能收藏的艺术品，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好的装饰品。

不同于其他展览的是，“当代版画艺术与城市生活”展现场除了陈列版画艺术家崔尚华近几年的作
品，同时展出了版画印刷器具、刀具、版材、作品原版等。更精彩的，现场还特别推出了版画公益活动。崔
尚华说：“在日本，少儿版画教育的普及性非常高，几乎每个学校、每个班级都开设版画课，因为版画特别
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此外由于版画的间接性、概念性，因此还能有效地开发孩子的逻辑思维。”

在现场，崔尚华专门和艺术爱好者进行了
互动。在大家观赏完展览后，崔尚华带领众人
坐下，就版画的源头、样式和种类进行了简单的
讲解。

“艺术传达给人的不仅仅是视觉效果，更多
的是跟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崔尚华这样解
读了自己对版画的理解。版画是从传统中来
的，但又非常当代，是与当代的艺术思潮紧密相
连的。每个人对每幅作品的感受都不一样，在
第一眼的视觉感之后，会想象出无限的画面，这
就是艺术带给人们的启迪。

在对版画艺术有了大致了解后，就到了众
人最期待的环节：亲手制作一幅属于自己的版
画。崔尚华先为大家演示了各种刀具的使用方
法，在场的孩子们因为年纪小，所以不参与刻
制，只用铅笔在木板上留下了稚嫩却又充满童
心的画作；而家长们则用刀沿着孩子们的笔迹
刻下属于他们的作品，这些由亲子共同完成的
版画，无形之中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刻绘完成后，就是涂上染料并在纸上印出
自己版画作品的环节了。先在平板上用滚筒打
匀染料，再上到刻好的版材上去，印制过程中可
以手工也可以使用机器。这个专门用来打印的
机器还是崔尚华特地从北京背过来的。“虽然用
机器省了不少的力气，但我更推荐大家使用人
工，有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作品太过精致，反而少
了一些斑驳的美。”崔尚华笑着解释。

现场有一名格外认真的学员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她的作品饱含自己的想法和创
意。“这是鲸鱼在追赶一个小人，上面
是水光，有一种鲸与人越来越近的感
觉。”她笑得很腼腆。记者了解到她
是一名今年高中毕业的学生，名叫杨
碧红，考上了西南交大的测绘专业，
从小就对艺术很感兴趣，但是没有
系统地学习过，闲暇之余也会画画
水彩。这次从报纸上得知有这个活
动，她就报名参加了。

“这次有幸观赏到崔老师的作
品，让我的内心十分澎湃。而且能
接受崔老师的亲自指导，完成了
自己的第一幅版画作品，实在太
开心了。”小杨激动地对记者说。

崔尚华告诉记者，在日本，
少儿版画教育的普及性非常高，
几乎每个学校、每个班级都有版
画课；内蒙古中小学教师的技
能考试中，有一项就是版画。
很显然，宁波版画推广的力度
还不够。他举办此次展览并
开展互动活动的目的，正是为
了更好地在宁波推广版画。

记者 陈晓旻
实习生 冯琼逸 文
记者 周建平 摄

现场赏画：版画不是可以无限复制的

现场互动：希望宁波加大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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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木石图》画心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