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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鉴藏有道

吕
子
远

作者简介：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
地方史研究。现任职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古器物
部，从事研究鉴定工作。

坐落广州闹市教育路一隅的
药洲遗址，相传是南汉时代修建
的皇家园林。当时广州西湖路附
近一片泽国洼地，南汉高祖定都
广州后，凿湖五百余丈，建成园第
池沼，置三江奇石为洲屿，据说最
初奇石有九，故名九曜石，又遍种
芍药点缀，药洲于是得名。

宋代以来，药洲素为广州城
内名胜之首，列为羊城八景之
一。历来迁客骚人，泛舟觞咏，题
石镌碑者踵继不绝。根据上世纪
末调查，药洲留存的碑刻石刻有
97处，宋代占了28处，元代2处，
明代6处，清代60处。其中又以
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在九曜石上留
下题诗和“药洲”题刻，最受到清
代金石家们的重视。

纵观药洲历代题刻，可以得
到这样的印象，即药洲在宋代曾
显赫一时，元明之间逐渐默默无
闻，到了清代又重新受到关注。
此外，不难让人留意到，药洲题刻
大多是南来做官的仕宦，广东人的

题刻却少之又少。在宋代题刻中，
仅见李昴英、吴大昕之名，此后要
到清代才见黄培芳的留名以及光
绪间陈澧所书的《戴熙四箴》碑。

究其原因，是药洲在宋代之后
湖面不断淤积，风景大不如前。随
着明代药洲附近地方已变成官
署。嘉靖初年，药洲遗址更成为广
东提学道官署的一部分。至清代，
提学道改为提督学院。由于清代
必须是翰林官才能出任学政，于是
清代有关药洲的重要文化活动，几
乎都与广东学政有关，并且大都是
满腹经纶、爱好风雅的知名学者。
像是翁方纲、翁心存、戴熙、徐琪都
是因为提学粤东而与药洲结缘。

清代药洲位于提督学院内，
故除了仕宦人家，外人不能轻易
窥园，故自然使本地士子少了吟
咏题刻的机会，至于药洲的风景写
真更是绝少传世。但事情总有偶
然和意外。咸丰四年（1855），几位
广东文人在一位官员的带引下得
以入园一探秘境。事后，其中一位

文人受官员的嘱托，创作了一卷长
达193厘米极其精美的青绿山水
写真，这就是如今珍藏在广州博物
馆的《药洲品石图》，作者是清代广
东著名的人物画家苏六朋。

这幅作品尽管充满文人意
象，但也写实逼真。画卷中可见，
当年提督学院内的药洲遗址风景
怡人，有亭台楼阁，古木修竹，九
曜奇石错落各处，俱有异态，有曲
桥架水绕石，可供近观；长廊倚墙勒
碑，以资稽古，复有石案陶墩、花草
盆玩点缀其中，极有逸致。据苏六
朋题跋自述，他素好奇石，曾入罗浮
揽胜，几不欲返。又久闻药洲九曜
石之胜，“奈以学院之隔，无由赏
玩”，咸丰甲寅立春前一日，一位名
叫瑞山的官员携友到访苏氏枕琴
庐，酒后提议到药洲一游，苏六朋闻
之神往，于是扔下酒杯，立马起行。
众人前往药洲，玩石怀古，啜茗闲
话，日暮始归。苏六朋于是感慨道：

“向慕之怀，今日始获生平好古之心
也”，遂于灯下搦管，为瑞山写就这

卷著名的《药洲品石图》，为后人了
解清代药洲园林提供了图像依据。

题跋还提到，此次雅集还有
当时著名学者陈璞的参与。无独
有偶，今年广州某家拍卖会中，陈
璞所绘的一张扇面引起了藏家们
的注意。这张扇面以水墨绘画奇
石池沼，由题跋可知，此扇面是陈
璞与苏六朋游玩药洲后，同应瑞
山之请而作，亦命名为《药洲品
石》。受扇面尺幅所限，陈璞所绘
不能像苏六朋那样描绘全局，但
也意象化地将药洲布局大致呈
现。画中正中有一座草堂，正对
屹立池中的穿孔巨石。大概也就
是药洲中有“九曜第一石”之称并
由翁方纲命名的“拜石”，流传至
今，也是遗址中体积最大的石头，
石身上题刻众多，宋代十则，明代
三则，而清代的两则，分别为翁方
纲和徐琪题刻。陈璞所画的拜石，
比起苏六朋创作的长卷更接近如
今的面貌。草堂左侧，有一棵参天
古木，这在苏六朋长卷的相同位置

也可见到。所以这幅扇面，同为清
代药洲遗址的难得写真。

可以想象，药洲品石图手卷
和扇面最初的主人——“瑞山驾
部”，应该是一位深爱药洲景色的
驻粤官员，他不仅要将药洲美景
长留绢素，也希望更留尺幅在怀
袖的竹扇上，以供坐行随时品玩。

陈璞是晚清广东省城的著名
学者，其字瑜，号古樵，番禺赤岗人，
晚年号息翁。侨寓省城，咸丰元年
（1851）举人，曾担任为学海堂学长
数十年，以学术和书画闻名当时。

在扇面的题跋中，陈璞提到
当 时“ 盗 氛 未 靖 ，佗 城 尚 未 解
严”，点出当时广州正处于忧患之
中，太平天国战火已蔓延到广州
近郊。咸丰甲寅岁末，广州正处
于危机关头，陈璞蹈隙游园，聊以
解忧，故感慨“似此雅事不可多得
也”。可见比起职业画家苏六朋，
身为四民表率的举人陈璞，于游
乐之中还是多了一层忧心时局的
家国情怀。

从陈璞《药洲品石图》 窥两百年前药洲风貌

《十面灵璧图卷》的再度出
现，以及即将进行的保利拍卖“十
面灵璧山居专场”中一系列书画、
奇石、家具等重量级艺术品的现
身，令十面灵璧山居这一美国重要
的私人收藏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其名源
于主人在上世纪 80年代高价入
藏的吴彬《十面灵璧图》。据说当
年这对藏家夫妇首次看到吴彬的
《十面灵璧图》时便钟爱异常，因
没有同类的作品可以参考估价，
藏家夫妇决定志在必得，不设拍
卖价上限，终于以 121万美元收
入囊中，轰动一时。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主人由上
世纪九十年代起专攻东方艺术，
醉心收藏中国御窑瓷器、古代书

画、古典家具，其收藏主要由世界
顶级古董商购入。由于十面灵璧
山居主人选择艺术品有着极高的
标准，进入其收藏序列的艺术品
往往堪称传世珍宝。

名家旧藏对于高阶藏家来
说，常可遇不可求，“良好的出
身”也令藏品价值更有说服力。
近几年，北美十面灵璧山居的藏
品开始陆续见诸拍场之上，并相
继拍出了不少重器。2018年的
保利厦门拍卖，十面灵璧山居旧
藏的一件清乾隆外粉青釉浮雕芭
蕉叶镂空缠枝花卉纹内青花六方
套瓶，以高达 1.495亿元的成交
价，成为了当时内地拍场有史以
来第一件过亿元成交的中国古代
陶瓷。

一南一北，两幅长卷引爆了收藏界话题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正值各大拍卖
公司的秋拍预展及拍卖火热进行。今年的预
展及秋拍亮点频生，尤其在中国古董书画部
分，令艺术迷们惊喜连连。一南一北，《康熙
南巡图》第六卷及《十面灵璧图卷》两幅巨幅
长卷相继现身，备受收藏界与学术界的关注。

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这一级别的藏品
虽可望而不可及，但有机会亲睹这些平日难
得一见的艺术品，听专家解读背后的典故与
价值，可谓赏心乐事。

《康熙南巡图》第六卷背后
的故事引人入胜——

由王翚主持绘制的《康熙南
巡图》，为清代重要的艺术及历
史巨作。《康熙南巡图》是以康熙
皇帝南巡为题材的大型历史图
卷，共12卷，总长超过200米，展
现了康熙帝第二次南巡（1689
年）从离开京师到沿途所经过的
山川城池、名胜古迹等。所绘人
物万余个，牛、马、犬、羊等牲畜
数千，江河山川、城池衙署、衢街
闾阎、典当商行应有尽有。画卷
中，康熙皇帝由北京出发，经山
东入江苏，到苏州、南京，再到杭
州，最远渡过钱塘江，到达绍兴。

据专家考证，《康熙南巡图》
卷在康熙皇帝崩逝后长期存放
于景山寿皇殿，将近二百年。在
120年前庚子事变后，《康熙南巡
图》卷散佚各地。十二卷中，仅
余的四卷包括第一卷、第九卷、
第十卷、第十一卷藏于故宫博物
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故宫又
收入由文物局拨交的靳伯生捐
献文物，当中有《康熙南巡图》第
十二卷。至此，故宫博物院现存

《康熙南巡图》共五卷。
另外已知还有：第二卷、第

四卷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第三卷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第七卷藏于加拿大爱
德蒙顿阿尔博特大学。而第六
卷中“奔牛镇至常州部分”，曾为
罗伊与玛丽莲?派普伉俪私人收
藏，寄存于美国凤凰城美术馆。
第五、八卷目前下落不明。

近几年，第六卷的部分残卷
陆续现世。2010年，香港苏富比
上拍第六卷中的“焦山、瓜洲及金
山部分”，连同包首署签，由香港
近墨堂投得，从此长墨堂开展长
达近十年对第六卷其它残卷的搜
罗。据传，庚子事变后，第六卷流
往海外，被法国收藏者不断分割，
变成如今见到的七段长短不一的
画作。经多次拍卖，近墨堂先后
觅得首六段连续画作，而第七段

“奔牛镇至常州部分”，于2016年
在纽约苏富比举办的“罗伊与玛
丽莲?派普夫妇书画拍卖”专场
中，由另一位未具名藏家投得。

此次展出“江天一揽——《康
熙南巡图》第六卷”展览，便是由

近墨堂及第七段之藏家拿出各
自珍藏，让第六卷的七段再度珠
联璧合，成就百年间一段佳话。

《康熙南巡图》第六卷极具
研究价值。北京画院理论研究
部主任、研究员吕晓在今年8月
所作的《康熙南巡图第六卷古今
地名地貌考》一文中，对画作中
的诸多地名地貌作了详细的今
昔对比和研究，他认为：第六卷
犹如一卷清代版的《清明上河
图》，将镇江至常州的山川、河
流、城镇、村墟一一呈现，具有极
强的写实性，必然进行过大量的
实地考察和写生。

艺术价值方面，吕晓在文中
写道：“第六卷中的山水描绘尤
其精彩，无论是开篇浩淼的长
江，还是状如浮玉的金焦二山，
雄峙如画屏的玉台山，苍翠欲滴
的南山，乡间的纵横阡陌、绿柳
人家，山间的流水激湍、古木苍
松，体现出主绘者王翚融合南北
宗的山水画风和笔墨功力。画
中的亭台楼阁、城池街市、舟船
车轿，又体现出《康熙南巡图》合
绘者的高超界画功力……”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于
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四
十六年（1707）进行了六次南
巡。《康熙南巡图》是为了再现康
熙皇帝南巡盛况、汇集了当时画
坛的顶尖高手历经六年才绘成。

故宫博物馆研究员聂崇正在
《南巡盛事 皇家巨制 简论<康熙
南巡图>及其残卷》一文中记载：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第二次南巡结束后，康熙皇帝下
旨开始创作《南巡图》。据第十
二卷卷首题记得知，这套画卷

“阅六载而告成”。
按照清代宫廷规矩，凡重要画

作的绘制，先要画出图稿，呈交皇
帝御览，由皇帝钦定后再绘成正式
图。《康熙南巡图》也经历了这样的
创作过程，并且有部分图稿留传。
《康熙南巡图》各卷均宽67.8厘米，
长度各卷不一，最短的一卷近14
米，最长的一卷有26米。每卷都
是整幅的特制绢，中间没有接缝，
质地细密光润，织造极为不易。

《康 熙 南 巡 图》由 王 翚
(1632—1717)主持绘制，王翚是

清初极负盛名的山水画家，与王
时 敏、王 鉴、王 原 祁 并 称“ 四
王”，再加上吴历、恽寿平，合为
清初六家。为绘制此作，“天下
高才妙手咸集都中”。《清史稿》
中记述：“（王翚）口讲面授，咫尺
千里，令众分绘而总其成”。图
成后，康熙皇帝非常满意，赐予
王翚“山水清晖”四字，王翚晚年

“清晖老人”的名号即由此而来。
参与绘制的还有画家杨晋、王

云、冷枚等。这种多家合作的方式
在清代宫廷绘画创作中颇为常见。

《康熙南巡图》卷是对康熙
皇帝出巡过程的《起居注》式的
记录，将南巡经过的地方和发生
的重大事件如实加以描绘，山川
地貌、景致名胜、风俗人情一一
呈现，图中尺幅之宽，包含之丰
富，为中国古代绘画史所罕见。

全卷气势恢宏，结构壮丽，既
独立成篇，各卷也首尾相接。画卷

的各个局部用笔精细，有高山大河，
阡陌平湖；有轻舟古寺，百舸争流；
也有街衢闾巷，车水马龙……万余
人物无不形象生动，须眉毕现。而
每一卷中所绘圣祖皇帝的形象，标
示着大清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

故宫博物馆研究员聂崇正
在有关分析文章中认为：“（《康
熙南巡图》）画面的视点根据需

要灵活变化，在表现山川景色
时，多运用‘平远’、‘深远’和散点
透视作中远景的描绘，视野开阔，
气势宏大；对于具体的城镇则采
用俯瞰的角度，将城镇全貌尽收
眼底。《康熙南巡图》卷之后，乾隆
朝的《乾隆南巡图》卷和《盛世滋
生图》（又称《姑苏繁华图》）卷同
样延续了这种绘画形式。”

由北京保利
艺术博物馆主办的

“巗壑奇姿——吴
彬《十面灵璧图卷》
特展”成为国庆黄
金周艺术迷们的热
门朝圣地。

除明星展品
《十面灵璧图卷》
外，主办方还特别
遴选了40件中国古
代赏石文化典藏真
品等，旨在通过古
今合展向观众传达
出一条清晰的中国
赏石文化发展脉
络。在10月中旬
举行的保利拍卖十
五周年庆典拍卖会
上，这幅备受关注
的长达28米的壮观
手卷将于“十面
灵璧专场”中
呈现。

1989年 12月，明末著名画
家吴彬所绘的《十面灵璧图卷》
第一次在纽约苏富比拍卖面世，
即以 121万美元的高价成交，轰
动一时，创下当时中国古代书画
拍卖的世界纪录。时隔三十一
年，《十面灵璧图卷》再度现身北
京，这也是在中国内地首度全卷
打开、公开展览。

《十面灵璧图卷》由晚明画家
吴彬所绘，从十个不同角度描绘
了明代文人书画家、“石隐庵居
士”米万钟所藏的罕见奇石，各
图皆以真实尺寸描绘奇石的不
同面，以形写神而至形神兼备。

除中国传统绘画笔墨外，又参以
几何原理、音律节奏、五行之说，
以二维平面的方式表现这枚充
满生机的三维立体奇石，雄浑又
如幻似真，成为明代绘画中创新
的代表，绘画思想和技法在中国
绘画史上可谓罕见。

在这幅作品中，吴彬突破了
传统绘画表现山石和挥笔运墨
的常规，运用了唐人孙位的画火
技法，奇石筋脉勾连，宛如升腾
的火焰，极富动感。这种以火画
石所取得的效果，被董其昌赞
为“灵光腾越，欲烛斗间”。

在技法之外，画作中涵盖的

人文精神、对赏石文化的美学呈
现、卷后题跋者对明代晚期政治
生态的勾勒等，均令人瞩目。

《十面灵璧图卷》拥有诸多
国外博物馆展览纪录、高达 14
次的重要出版以及 8次古代权
威著录。明代宫廷画家吴彬是
晚明人物“变形主义画风”和“复
兴北宋经典山水画风”的主要倡
导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其它画
作在拍卖场上也曾拍出高价。
2009年的保利秋拍中，吴彬的
《十八应真图卷》曾以 1.6912亿
元成交，创下了当时中国画拍卖
价格新的世界纪录。

中国古人对石头情有独钟，
奇石收藏可以追溯到汉代。在
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里，奇
石是现形的微观山水，是文人书
房与园林里不可或缺之物。《十
面灵璧图卷》的由来，正是明代
文人赏石之风的绝佳佐证。

明代书画家、收藏家米万
钟，时与董其昌齐名，人称“南董
北米”。米万钟以“好石”著称，
坐拥数芍园等，并收藏奇石珍品
无数，其中一枚构造奇峻的灵
璧石，石上脉络蜿蜒，峰壑显现，

风光无限，足以卧游天下，令他
痴迷不已。为记录此奇石，他特
邀友人吴彬绘制一幅长卷，吴彬
玩赏月余，破古今之例，分别从
十个角度描绘灵璧石的全貌。
爱石深切的米万钟，于每图之前
写下题识跋文，满怀激情地记录
此卷的创作过程，并邀请友人邢
侗、黄汝亨题写引首“巗壑奇
姿”、“五岳片云”，书法家陈继
儒、董其昌、李维桢、叶向高等题
跋，合力成就这幅长卷。

正如展览的策展人李雪松

所说，“如果从赏石的角度、从
文化史的意义来说，《十面灵璧
图卷》的主角应该是米万钟，是
他主导了整个作品的创作。”长
卷图文相配，奇石的形态和精
神呼之欲出，不仅展示晚明文
人的精神世界，更是了解明代
艺术史、文化史的珍贵视角。
四百年前，赏石大家米万钟与
画家吴彬合力创作的这幅巨作，
为一块奇石赋予了前所未有的
文化意义，也令后世的观者叹为
观止。

10月 3日至
8日，香港苏富比
举行了“江天一
揽 ——《康 熙 南
巡图》第六卷”展
览，至此，曾散佚
各地、下落不明
的《康熙南巡图》
第六卷，七段画
作 终 于 全 卷 合
璧，如此视觉飨
宴，令艺术迷们
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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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受访者提供

罕见奇石分绘十图，以形写神而至形神兼备

一画可窥晚明文人精神世界

十面灵璧山居近年表现令人瞩目

集“天下高才妙手”六载乃成

曾分割七段散佚各地，百年后首度合璧

气势宏大，令观者不禁动容

《康熙南巡图》第六卷 (七段合璧示意图) 设色绢本

隔世合璧，引出一段百年佳话
巗壑奇姿，一窥晚明文人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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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六朋《药洲品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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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璞《药洲品石图》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