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大千《翠楼远望仕女图》（局部）

张大千是中国现

代艺术史上的一代宗

师。他一生致力于传

统绘画艺术的整理、发

掘、革新和发展。张大

千才华横溢，多才多

艺，其诗、书、画、印、

鉴，堪当五绝。徐悲鸿

尊其是“五百年来第一

人”。1955年，张大千

发妻曾正蓉携家人，将

张 大 千 留 在 成 都 的

400 多件作品捐献给

当 时 的 四 川 省 博 物

馆。如今，四川博物院

的张大千藏品达 700

余件，居全球第一。

近 30 年来，四川

博物院首席专家魏学

峰，遍访全世界各大博

物馆和私人收藏机构，

鉴赏过5000多幅张大

千作品，是国际上公认

的最具影响力的张大

千研究学者之一。作

为“全世界见过张大千

作品最多的人之一”，

他的眼中是什么样的

“大千世界”？

2023年2月20日
星期一

08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Culture&History

记者：作为一位考古学者，您为何会想到
以张大千作为研究对象？

魏学峰：张大千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
文化现象。20 多年前，一句“读懂了张大千，
就读懂了半部中国美术史”的话刺激了我。
我当时想通过张大千这个很好的个案，来梳
理中国美术发展历史。

四川博物院自 1941 年建馆起，就开始收
集张大千作品，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
原配夫人向省博捐赠的 186 张张大千临摹敦
煌壁画和近 200 张粉本，这些共同构成了省
博一个重要的收藏体系。目前，省博收藏了
张大千作品接近 700 件，是全世界收藏张大
千作品最多的机构。如果在省博，我们不把
张大千做一个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我们就对
不起那么多珍贵的收藏。此前，我就进行了

张大千临古之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张大
千的印章、张大千的书法和题款、张大千西康
记游等领域的个案研究。通过这些个案研
究，张大千的形象在人们面前越来越清晰。
既然做了那么多散点式的研究，那我今年将
做一个集成系统的作品。

记者：张大千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艺
术家，他的艺术生涯有何特点？

魏学峰：纵观张大千一生的创作风格，大
抵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二十世纪 20 年
代初至30年代末，由张大千在上海拜曾熙、李
瑞清二师学习，迄于前往敦煌面壁前止。这
一阶段，他从仿四僧、青藤、白阳等诸家的画风
入手，兼及“吴门四家”。其后他又取法院体大
青绿的金碧山水那种精丽工致的画风；第二
期从二十世纪 40 年代初至二十世纪 50 年代

末，张大千赴敦煌，迄于二十世纪50年代末他
开创泼墨泼彩画风前夕。其中敦煌潜修近三
年的时间，使他深受先民伟大艺术的启迪，由
此而形成这一时期精丽雄浑的画风；第三期
为二十世纪60年代初至二十世纪80年代，这
一时期是张大千泼墨泼彩画风从探索走向成
熟的时期，创造出完全具有中国神韵和民族
气派的崭新的中国画。

记者：目前，国际上研究张大千有 3 位公
认专家，傅申、巴东和您。傅申是做张大千作
伪的研究；巴东是做张大千艺术特色的研究；
而您是做张大千艺术的分期和张大千字画的
真伪鉴定。鉴定张大千作品有什么诀窍？

魏学峰：张大千作品真伪鉴定是一个很
复杂的工作。张大千曾说他一生创作了 3 万
件作品。目前他存世的作品可能只有 1 万多

件，但最近几十年全球拍卖市场拍出了 10 万
件张大千作品，可以看出其中有多少作品是
赝品。

张大千是无所不包的全能型画家，山水
花鸟人物各个门类都有涉猎，工笔写意艺术
技能上无所不能。而且张大千有超人的智慧
和技法，他临古可以乱真。要鉴定张大千的
作品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他各个时期的艺术特
色进行一个细分研究。比如张大千有 3000
多枚印章，常用的有 300 枚。你要对这些印
章的图案、使用年代了如指掌。有次有幅画
笔墨与张大千的风格很相似，画得有八九分
像，但印章却让我产生了怀疑。这确实是张
大千使用过的印章，但这幅画落款是 1939
年，而这个印章是 1941 年才有的，这幅画显
然是赝品。再比如，张大千 1959 年开始泼
墨，1963 年开始泼彩。如果出现 1959 年的张
大千泼彩画，那就肯定不对。作为一个鉴定
者，对张大千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很清
楚。所以他的艺术分期和他的时代风格与作
品的真伪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在鉴定作品的过程中，我在全世界各大
博物馆和私人收藏机构，看过 5000 张以上的
张大千作品，可以说我是全世界见过张大千
作品最多的人。有一次，我在香港大学讲张
大千的艺术分期研究，有位 50 多岁的女士对
我说：“魏老师，你讲得太好了。”当时还以为
她是恭维我，结果她是张大千的女儿张心
申。她说，我对张大千的熟悉程度已经超过
了他们这些做子女的。

读懂张大千
就读懂了半部中国美术史

目前，魏学峰正忙于编纂《张大千研究》，这部40万字的著作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分

为《张大千艺术分期》《张大千各时期艺术特色》《张大千学术定位》等几大部分。这是魏

学峰20余年的学术积淀，集结了他对张大千数十个个案研究成果，将是张大千研究领域

集大成的一部学术专著。张大千的艺术如何分期？鉴定他的作品又有何独门秘籍？

师古人之迹 师古人之心

应该讲，大千先生对古人临摹的过程，
就是美的发现过程。大千先生在新旧文化
论争的大潮中，没有听信康有为等人的预言
而放弃传统，而是全面吸纳传统中的精华。
他不仅仅留心于明清文人画，更把探索的触
角延伸到唐代及其以前伟大的艺术遗产中，
他有做文人画家的“资本”，他也有画院体画
的功夫，但他选择的是既不同于逸笔草草的
文人画，也不同于刻板繁琐的院体画，而是
他所主张的充盈着文化品位的“画家之画”，
这是对拟古派和末流文人画的挑战。

得江山之助 不为一家所囿

大千先生重视写生与观察自然。他写
生的出发点是为在印证、师法古人的基础之
上，最终化古人、造化为我貌。如果说他早
期的画得神，中期重情，那后期就是取韵。
有人把他所经历的这三个时期，称为是接受
传统的三熏三沐。他试图从前贤与自然的
灵魂中寻找力量，以更大的魄力去力矫时
弊，弘扬沉雄博大的艺术传统。临古与写生
的辨证统一，使其不为一家所囿，而又仿佛
能感受董巨、二石等前辈的声音。大千先生
的画，苍莽不失清润，深厚中自蕴典雅。有
人生动地形容道：“如宋元明清诸家齐唱，合
出一个当代艺术巨子。”

破格与创格

大千先生在艺术上是不甘寂寞的人，他
总是在不断地求变求新。在他一生的艺术
实践中，敦煌之行和泼墨泼彩法的开创是两
次重要的转折。

所谓“遗形似而尚气韵，融色墨而重笔
意。”他完全打破了过去以线为主要造型语
汇、点线为构图要素的惯用手法，将传统山
水画中的没骨、泼墨和重彩技法结合起来，
在强调主观意兴和表现自然的主客观统一
过程中，使写景和抒情、现实和浪漫、感情和
理性、具象与抽象结合。不但不因西洋画的
影响而丧失传统,而且吸收了西洋画的长
处，加以融化、发展，创造出完全具有中国神
韵和民族气派的崭新的中国画。在大片朦
胧的色墨交织出的奇幻画境中，我们又能看
到线条勾勒出的物象，能够在强烈的视角冲
击时，听到远古文明回音。这种“对话”的情
感体验，在传统中国画中是找不到的。

大千先生的破格与创格，在民族绘画审
美心理特征和艺术思辨上均有新的突破。
张大千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结合中、西艺术
最成功的画家”。

“张大千与成都有着不解之缘，他在成
都居住了近 10 年，他艺术的重要阶段大都
与成都有着密切联系。”魏学峰认为，成都
对张大千影响巨大，成都的山山水水滋养
了张大千的艺术，让张大千找到艺术理想
与方向，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在
成都期间，张大千试图从前贤与自然的灵
魂中寻找力量，以更大的魄力去力矫时弊，
弘扬雄强博大的艺术传统。

抗战时期，张大千曾在青城山生活了
3 年之久。现在在上清宫，高过屋顶的 100
多株梅树，便是张大千当年去敦煌前栽种
的。青城山的道家文化与清幽空灵的美
景，给张大千带来无限创作灵感。张大千
在回忆录中称，“青城半万幅自不敢说，一
千幅是有的”。这些作品，有的馈赠给青城
山友人，有的刻于石碑，至今保存基本完好
的石碑有“鸳鸯井”“麻姑池”等十余处。这
个半仙似的画家与青城山有着割不断的缘
分，他还自号“青城客”。上世纪 60 年代，
张大千在巴西圣保罗创作了巨幅《青城山
全图》，供自己与家人卧游。上世纪 70 年
代移居美国，他又画了《青城山第一峰》，寄
托思乡之情。张大千晚年曾写道：“海角天
涯鬓已霜，挥毫蘸泪写沧桑。五洲行遍犹
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他晚年常说“看山
还是故乡亲”。更重要的是，张大千晚年独
创泼墨泼彩就是受到青城烟雨的启发，进
而将敦煌与董源的青绿山水、米家山水以
及石涛的大写意山水融合而成。

“张大千成为古典画家集大成者，也和
成都密不可分。”魏学峰说，当年张大千就
是从成都出发，前往敦煌莫高窟临摹写
生。回到成都后，同样在贲园和昭觉寺整
理出部分敦煌临摹画作，并在成都举行了
敦煌临摹画展。在成都，张大千完成了其
画风由清新俊逸到精丽雄浑的转变，铸就
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

当年徐悲鸿邀请张大千到大学当教
授，但张大千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开溜”。
对此，张大千解释说：“我是‘小人’，只动手
不动口。”虽不愿意在学校任教，但张大千
却喜爱广收徒弟，传播自己的艺术理念。
在成都，他的大风堂门人不下 10 人，如今，
其再传弟子更是不计其数。

魏学峰眼中的

大千世界

如何欣赏“大千世界”

扫一扫
更精彩

张大千和毕加索，分别代表东西方绘画
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的世纪会面也成为一
段佳话。魏学峰生动地讲述了当时他们会
面的传奇故事。

1956年夏天，已经移居巴西的张大千，应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之邀，到巴黎举行个
展，展览取得空前的成功。听闻欧洲最厉害
的艺术家是毕加索，个性豪爽的张大千便想
托人引荐。“张大千向巴黎市长以及留法多年
的中国著名画家赵无极等人，都提出和毕加
索见面的想法，但是很多人都劝他打消这个
念头。张大千当时也已在西方引起不少关

注，如果在拜见毕加索这件事上吃了闭门羹，
丢的岂不是整个东方美术界的面子？”

魏学峰说，颇有些江湖气息的张大千并
不在意世俗看法，自行前往毕加索在坎城附
近的别墅拜会。那天，毕加索正在举行化装
舞会。毕加索问张大千到巴黎做什么？张
大千谦虚地说学习艺术。毕加索就感慨：你
们到法国来学什么艺术呢？世界上最懂艺
术的是中国人和非洲人。张大千登门求见，

两人相谈甚欢。正是在这次会面时，毕加索
赠送给张大千一幅《西班牙牧神像》当作纪
念。后来，张大千也回赠了一幅精心绘制的

《墨竹图》作为回礼，墨竹一浓一淡、一张一
弛，独具东方审美意韵。张大千还题上“毕
加索老法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爰”的上
下款。这次东西方大师的会面被广泛报道，
并最终形成“东张西毕”这个分别代表东西
方大师的称谓。

东 张 西 毕 东西方绘画的峰会

说到张大千的艺术道路，就不能不提敦
煌之行，这是他最重要的转折。1941 年，张
大千率弟子等数十人远涉敦煌，谱写了现代
艺术史上的一曲壮歌。魏学峰评价道，对于
这样一个浩繁巨大的工程，他组织了一个庞
大的工作团队来工作。这是在古代寺观壁
画创作传统中才有的组织形式，而对于现代
文人画家而言，是绝无仅有的。张大千当时
已是誉满域内的大画家，为什么要抛弃都市
闲适的文人生活，到敦煌去寻梦呢？据他自
己说：“谈起敦煌面壁的缘起，最先是听曾
熙、李瑞清两位老师谈起敦煌的佛经、唐像
等，不知道有壁画。抗战后回到四川，曾听
到原在监察院任职的马文彦讲他到过敦煌，
极力形容有多么伟大。我一生好游览，知道
这古迹，自然动信念，决束装往游。”此外，敦
煌经籍辑存会的发起人、书法家、学者叶恭
绰先生也婉转地劝过张大千有机会去敦煌
一游。

魏学峰说，当年张大千不惜把自己收藏
的宋元古画抵押给银行，筹集巨资，带着学
生和家人一行数十人踏上敦煌之旅，一待就
是两年又七个月。“他首先对敦煌洞窟按祁
连山的山系和走向进行编号，这是中国人第
一次独立对敦煌石窟进行编号。”此外，张大
千还用了一种特殊的临摹方法——复原临
摹法，完全忠实于古人的笔画、线条和色彩，
保留不同时代作品特殊的历史风貌。将壁
画转换到纸布绢等材质上，是张大千临摹古
代绘画的一次全新尝试。张大千强调要“完

全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入己意”。在
对形把握的同时，也对壁画精神内涵有了
更深一层的认识。从时代风格变迁来看，
张大千以为：“元魏之作，冷以野，山林之气
胜；隋继其风，温以朴，宁静之致远；唐人丕
焕，其文浓，敦厚、清新、俊逸，并擅其妙，斯
丹青之鸣凤，鸿裁之逸骥矣！五代宋初，蹑
步晚唐，迹颇芜下，说世事之多变，人才之
有穷也；西夏之作，颇出新意，而刻画板滞，
并在下位矣。”

魏学峰认为，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到张
大千踏上敦煌之旅的这二十年间，他已从
一个学艺者变成了传统派的大家。他意识
到，自明清以降，不管把自己的技法历练得
如何纯熟，都不能与同时代的传统派画家
拉开距离，如何把传统文人画家的水墨画
风与职业画家设色精丽的画风相调和，进
而找寻艺术的源头，这才是促使他敦煌之
行的根本原因。

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之行，载入中国
绘画史册。两年多的敦煌面壁，不仅让他画
风从此变得雄健，成为艺术生涯的转折，也令
他生出“西洋画从此不足以骇倒中国画坛”的
豪迈。在敦煌的两年零七月里，张大千临摹
了 276 件作品。不过因为时间紧张，很多都
没有完成。在张大千家人捐给四川博物院的
文物中，临摹初唐《南无观世音菩萨》是一件
罕见的完成稿。这幅作品既再现了敦煌壁画
原有的高古厚重，也流露出文人画的清雅，堪
称张大千敦煌临摹壁画中的精品。

青 城 烟 雨

独创“泼彩”画法

敦 煌 面 壁 最重要的转折

张大千赠送毕加索《墨竹图》

毕加索赠送张大千《西班
牙牧神像》

张大千《仕女擁衾图》（局部）

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魏学峰

张大千
敦 煌 临 摹

《南无观世
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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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青城山用印“上清
借居”“青城客”

30

年

5000

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