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幅传世的古代绘画藏品、尤其
是传世名品上面，一般或多或少地都会
钤盖有各个历史时期收藏者、 鉴定者、
经眼者的印章。

民间收藏者在自己藏品上面钤盖
的印章，叫做“收藏印”，最常见的印文
是“某某某金石书画收藏之印”，或者直
接钤盖姓名章。 这里的姓名章也相当
于收藏印。

历朝皇帝都是收藏者而不是鉴定
者，在御藏书画上的钤印往往带有比较
明显的时代特点：唐、宋时期的皇帝多
喜欢只用自己年号的两个字作为收藏
印的印文， 譬如唐中宗的年号是 “神
龙”，就有一方长方形的“神龙”印，钤盖
在冯承素摹本《兰亭序》迎首的骑缝上。
因为是骑缝章， 后世在重新装池的时
候，印的右半边被割掉了，只保留着左
边的半枚所以人们又称冯摹本为“神龙
本《兰亭》”；北宋徽宗有年号印“宣和”
长方印、“宣龢”连珠印，经常钤盖在手
卷画芯的前后骑缝处。

清代的皇帝也喜欢用自己的年号
入印，与唐、宋皇帝不同的是，清代皇帝
忒啰嗦，在一方收藏印的印面上，除了
年号以外，还要搭配上其他文字共同组
成收藏印文。 譬如图1就是清高宗年号
印之一“乾隆御览之宝”；年号印之外，
还多用斋号作为收藏印文， 图2是乾隆
皇帝的斋号印“三希堂精鉴玺”。

古往今来都一样，凡是能够有幸零
距离欣赏古代书画藏品中的名品，并且
能够钤上一枚个人印章的，有布衣但是
绝对没有白丁，都是一个时代、一个区
域内最重要的鉴赏家或者著名人物 。
一件藏品如果携带有一定数量的名人、
鉴赏家的印章， 对谁都有莫大的益处：
一方面，钤印者的大名能够借助藏品的
传世而赖以不朽，譬如清初的布衣贵族
安岐，假如不是他在那么多的古代书画
重器上钤盖了自己的鉴藏章，历史上有
谁会知道清代初年还有这么个名不见
经传的朝鲜人；另一方面，名人、鉴定家
的鉴藏印，除了能提升藏品的各种价值
外，最大的实惠就是能让赝品高度地真
迹化———实际上，名人的鉴藏印固然可
以混淆一些外行人的视听，但是绝对不
可能永远弄假成真欺骗历史。 要说乾
隆皇帝应该算是最有名的名人了，他先
后收了两件《富春山居图》，先收的那卷
上款是“子明”，所以又称“子明卷”，是
件赝品，可是他就认为是真迹，于是在
上面钤盖了不少鉴藏宝玺；后收的那卷
上款是“无用师”，又称“无用师卷”，这
才是黄公望的真迹，乾隆反倒认为是赝
品，被打入冷宫。 问题是，无论真迹与
赝品， 都不是以画面上有没有钤盖、或
者钤盖多少乾隆的鉴藏宝玺所能决定
的，乾隆的玉玺改变不了藏品真伪的本

质，也不能左右人们对真伪的判断，而
真伪决不会因此被颠倒黑白。

藏品鉴藏印最重要的存在意义其
实比较单一，就是使藏品的市场价值能
够不断向上拉升。譬如在一件真迹上，
一枚乾隆的玺印就能够直接决定交易
价格的拉升空间，有了皇帝的玺印，价
格可以原地向上翻腾若干倍；没有这方
玺印，真迹尚能维系在行市的价格水平
之间，而赝品上面有没有乾隆的玺印，
价值、价格都会有着天壤差别。如果把
真假两件《富春山居图 》摆在那儿 ，任
由一个不太懂鉴定但是很有钱的收藏
者，或者一个书画商人任选其一，大概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会选择带乾
隆玺印的那件赝品， 这就是鉴藏印章
的钤盖作用。

“鉴藏印”实际上包含着“鉴定者”
与“收藏者”两个含义，钤盖鉴藏印的人
与是不是收藏者没有直接的关系。 鉴
藏印可以分为两种：

1. 鉴定印。 鉴定印的内容比较简
单，一般只要鉴定者对被鉴定藏品实施
鉴定后，认为是真迹，就钤盖上带有自
己名号的鉴定印章，以示对鉴定结果的
负责。 比较常见的印文就是 “某某鉴
定”、“某某审定”、“某某鉴赏”。换言之，
只要出现这种带有“鉴定”文字的印章，
就意味着鉴定者对藏品所表达的明确
鉴定态度。 图3“项墨林鉴赏章”就是明
代大收藏家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钤
盖在神龙本《兰亭序》上面的鉴藏印。

2.姓名印。姓名印的印文不能表示
出钤印者明确的鉴定观点，往往会有三
种不同的含义在内。 一是有些人不以
鉴定为擅长，所以对过眼的书画从不钤
盖带有“鉴定”印文的印章。 这种印章
的钤盖，不代表任何鉴定意见；二是以
鉴定书画为擅场， 经常使用带有 “鉴
定”印文印章的鉴定者，如果对某一件
藏品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或者能够
准确地判断为赝品而不便表明，在不得
已的情况下，一般会以钤盖姓名印作为
搪塞； 三是不具收藏规模的一般收藏
者，钤盖姓名章作为藏品的权属证明。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收藏印，
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印和唐玄宗
李隆基的“开元”印，因为这两方最早的
收藏印章缺少必要的旁证，所以真伪尚
不可知。宋代以后的收藏印，无论是皇
帝还是民间收藏家，都逐渐多了起来，
收藏者无不以在古代书画藏品上钤盖
印章、留下个人信息为荣，所以大部分
传世的古代著名书画藏品， 上面都会
铺天盖地地盖满了长的、方的、圆的、异
形的红色色块儿，这些鉴藏印章一方面
客观上承载了藏品流传轨迹的自然记
录；另一方面也严重地破坏了画面的整
体结构———对于一位严肃的画家来说，
一方色彩浓重的红印就是画面的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画面的哪个位置出
现、起到什么样的权衡作用，都是非常
有讲究的。潘天寿先生作品的用印就是
这方面的经典典范。无论这些钤盖印章
的人是皇帝还是臣民、 是自己的藏品还是
替他人鉴定，任何画面上的随意钤印都
是对珍贵的古代书画孑遗的无情戕害。

宋代以后，往古代书画藏品上面随
便钤盖鉴藏印章者更是有恃无恐、恣肆
妄为，这其中有两个人的印最多、钤盖
得也最滥：一个是明代的项元汴，估计
此人大概患有“钤印癖”强迫症，他在一
件藏品画面上所钤盖的鉴藏、鉴赏印有
时就达近百方之多，其中同一枚印章往
往多次重复出现。他在神龙本《兰亭序》
前隔水的不到两行字宽的一点儿空间
里，竟然盖了6方印，而且印章的位置、
内容、形状都毫无规律可言，用“适性胡
来”这四个字来概括毫不为过。

另一位就是清代的乾隆。 乾隆常
用的收藏组印名曰“八玺”。 此外，还有
“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
“八徵耄念之宝”等印都经常使用。

在乱钤印这方面，乾隆皇帝与项元
汴各具特色，一件古代书画藏品，项元
汴盖印总是见缝插针，视空白面积大小
而决定图章的大小和钤盖数量的多少，
完全没有章法可言；乾隆撒起欢儿来也
是随处盖个没完，到处都有他的印。 但
是乾隆毕竟是皇帝，用玺很讲究位置和
印文、印形，每方印打出来都很沉实、均
匀，也漂亮，很见功力———当然，钤印是
个力气加技术的细活儿，大概皇帝只是
动动嘴，用不着躬身亲为。论鉴定能力，
乾隆的水平肯定不如项元汴，所以他的
鉴藏宝玺的最大价值在于让藏品升值，
对真伪的判断基本上不起作用。

以历代鉴藏印章为线索，从遞藏轨
迹的展示角度来研究藏品的传承过程，
进而提高断代的准确性，这是鉴定古代
书画的一个常用的手段。 尤其对于唐
代及其以前藏品的断代，更是必须采用
的重要方法。 然而，要达到能够熟练地
运用这种方法，基本功之一就是要熟悉
各时代重要的鉴藏印印文、形制等方面
的内容， 熟悉重要的皇帝譬如北宋徽
宗、南宋高宗、金章宗、清乾隆等；著名
收藏家、 鉴定家譬如南宋的贾似道，元
代的柯九思，明代的董其昌、项元汴，清
代的安岐、梁清标、潘祖荫，近代的庞元
济、张叔诚、吴湖帆、溥心畬、张伯驹等。

这里的所谓“熟悉”，是指对他们的
研究要功夫研究，把历史上重要的收藏
鉴赏人物的常见印章，每处细微特点都
要融化在记忆中。 因为从宋代到现在
的一千多年里，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和不
太著名的收藏家、鉴定家，他们的印章
都有过数不清的仿制赝品，据说张大千
经高价请人仿刻项元汴的各种鉴藏印
章达百方之多。 真的鉴藏印章即使像
项元汴那样无节制地滥用，在那么多的
古代书画收藏品中也终究显得沧海一
粟，仍然难得一见。 在我们收藏的古代
书画藏品上，能有项元汴的一方或者几
方收藏印，即使是无规则滥用，也是我
们说项吹牛的重要资本；滥用鉴藏印从
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项元汴对这件藏
品的重视、心仪的态度。 如果功夫下不

到那个深度，很有可能被假的鉴藏印所
忽悠，吃亏上当总是在所难免。

宋代是中国收藏历史上的第一个
高峰时期，在很多收藏门类上都出现了
赝品，一些后世所见唐代及其以前的书
画藏品，多是宋代制造的赝品。 笔者发
现，这些赝品往往有一个收藏形式上的
特点，就是画面上所钤盖最早的鉴藏印
就是宋代，有的是内府的收藏印，有的
则是当时大收藏家贾似道等人的收藏
印。 这些传世千年的赝品可以分成两
种类型：一是藏品、鉴藏印都假，大多数
赝品都属于这一类。 这类赝品书画的
时代气息、 时代特征与真迹有隔膜，破
绽明显；二是藏品假、鉴藏印真，所占比
例极小。 这类赝品的仿制精度很高，能
够蒙蔽绝大多数经眼的人们，欺骗性最
大。 譬如那件曾经被乾隆皇帝誉为“三
希”之一的王献之《中秋帖》，上面领队
的鉴藏印就是北宋徽宗的“宣和”印和
南宋高宗的“绍兴”印，两印都真，其他
如乾隆的一堆印、郭宝昌的“郭氏觯斋
秘笈之印”等尾随的鉴藏印自然都真，
没有假的可能。 然而，尽管这件中国书
法史上最大名头之一的藏品有了非常
难得的两宋内府的传承身份，但是仍不
能铁证这件藏品就是晋代王献之的手
迹。 明代以来，学界对这件藏品的质疑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现在人们已经就
《中秋帖》 是宋代的赝品达成了共识。
一件两宋到代的赝品，如果能够有幸传
承到现在，也同样属于价值连城的收藏
重器，毕竟熬过了千年的磨难，在当今
历史上最大收藏高峰形成的今天，没有
修不成正果的道理。

一方不大的鉴赏、收藏印，其产生
诱导的能量之巨大，有时会超越藏品本
身的各种鉴定因素。 因为任何一位古
代书画的鉴定者在提供鉴定结论之前，
都需要其他人的意见作为参考依据 。
不幸的是，有时鉴藏印章洽洽会充当障
目的那一片树叶儿，对鉴定者产生了负
诱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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