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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馆与展览馆

在北京看画，很少有长期陈列的馆藏珍品，古代现代皆鲜见，只能看今

人的临时展览。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由过去的历史博物馆和

革命博物馆合并而成，号称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其办馆理念，是

以历史和艺术为主。馆藏历史文物有长期陈列，继承了历史博物馆的传统，

但馆藏艺术珍品的陈列却凤毛麟角，唯有一楼正面的大厅展示20世纪后半期

的红色绘画，算是继承了革命博物馆的传统。 

中国美术馆是艺术界的老字号，馆藏珍品不少，但无长期陈列，只有临

时展览，展期短至十天半月，不像国外同类美术馆的展期长达两三个月。其

中原委，据说是长期陈列既浪费空间又不赚钱，而临时展览则能招财进宝，

其财源或来自政府及商企机构，或是美术馆出租展墙赚取佣金。因此，与其

说这是美术馆，不如说是展览馆。在崇尚经济的时代，文化免不了受商务制

约。任何事都福祸相依，展期短的好处，是可以多办展览多赚钱，可以让水

平差的画展早点结束，只可惜了那些水平高的画展，短短十几天无法让更多

人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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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博物馆貌似与艺术无关，但其实也举办

各种临时展览。而且，那里的军事藏品陈列，常

伴有高水平的绘画作为背景或附图。三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参观军事博物馆，看到陈逸飞描绘红军

北上抗日的名画《黄河颂》，画上一位士兵持枪

站在黄河边的长城墙头，其抒情寓意之美，令人

难忘。

毋庸讳言，军事博物馆的这类绘画，有政治

色彩和宣传目的，然而不少是名家作品，值得观

赏。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师习画，既写生，也临

摹。那时所临摹的绘画都是印刷品，其中不少出

自军事博物馆的名家之手，如前辈画家何孔德，

对他那率意的笔法很着迷，仰慕不已，心中遂

生何孔德情结。后来到军事博物馆参观，看到

这位著名画家的原作，获得极大满足，了却了

一桩心愿。

军事博物馆归属军队的总政治部，七十年代

总政在山西南部的汾河西岸有个大农场，称“万

亩苹果园”。1976年秋，我初中毕业，到那里画

写生，适逢“四人帮”倒台，当地筹办一个相关

展览，我就跑去帮忙作画。未曾料，军事博物馆

的几位画家在苹果园劳动，也去帮忙筹办展览，

我便得了拜师学艺的机会。其中一位画家教我画

水彩画，我每天跟着他到野外写生，听他讲怎样

观察大自然的丰富色彩，怎样处理树荫里暗色的

微妙变化，怎样用干湿不同的画笔描绘天上多变

的云彩，受益匪浅。1977年我到北京参观全国美

展，还前往军事博物馆拜访这位画家。

看画乃个人兴趣，在北京虽不易看到馆藏珍

品的陈列，但只要有看画的意愿，还是能觅得好

去处。否则，本文题目中的“觅”字，就会变成

方言里的“没”了。 

二、两种历史

早年在北京参观历史博物馆，看那些馆藏珍

品的陈列，有如学习历史课，教材都是实物。现

在历史博物馆变成国家博物馆，除了历史，还有

艺术，只不过，古代艺术藏品很少陈列，今次参

观只见到两组。一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设色长

卷《乾隆南巡图》，乃文献记录式绘画，属官方

艺术。另一是大型彩色绘本《聊斋图说》，作者

佚名，为民间艺术，有如今天的连环画，后被出

版商献给慈禧太后祝寿，官民同欢。

国家博物馆也是官民同欢，作为官方文献与

民间图说的这两组绘画，无意间讲述了国家博物

馆的职能。

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发展，是一部西化的历

史。二次大战前的西化第一波，由文化界倡导，

欧洲艺术得以影响中国艺术，可算作民间的西化

运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苏联的红色艺术影

响了中国，成为西化第二波（尽管西方国家不认

为苏联是西方），其余声竟延至八十年代，这无

疑是官方的西化艺术。自八十年代起，中国出现

第三波西化，主要是欧美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

义和当代艺术的影响。这影响起初并无官方倡

导，反倒是被官方压制，但后来却被招安，因为

官方在遇到抵制后，明白了罗马皇帝承认基督教

的良苦用心，招安比压制要高明得多，于是官民

再次同欢。

国家博物馆的一楼大厅，眼下正展出红色

绘画，即受苏联影响的第二波艺术，官方意味浓

厚。这些画，我比较熟悉，因为七十年代学画

时，看不到古代艺术和西方艺术，只能看红色艺

术，而且是印刷品。中国的红色绘画学自苏俄，

当中有意大利、法国和北欧的传统，所以苏俄也

间接向中国传播了西方艺术。我学画时以红色绘画为范本，对红色画家与作

品耳熟能详，如数家珍，却很少有机会看到这些画家的原作。

三十五年前我到北京参观全国美展，第一次见到七十年代红色绘画的

原作，得到了视觉和心理的满足。第二次看红色绘画是1998年在纽约，那时

古根汉美术馆举办五千年中国艺术展，其中的20世纪艺术，多以红色绘画为

主，为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名家作品，不少是我学画时范本的原作。第三

次看红色绘画，便是此次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见到很多当年范本的原作。

但这次重看，已无过去的顶礼膜拜，看出了这些绘画的粗疏，有些水平较差

的，竟如学生习作，艺术语言并不成熟。当然，红色绘画中也有水准较高

者，如罗功柳的《地道战》、全山石的《英勇不屈》、王式廓的《血衣》和

沈尧伊的《遵义会议》等。

其中值得一说的是侯一民关于安源煤矿的两幅画。其一《刘少奇和安

源矿工》，再现大革命时期工人罢工的场景，画于1961年。这是一幅红色

颂歌式的绘画，但画家没有采用glorification的方法，反而画出了煤矿工人的

脏与黑。文革结束的1976年，画家又画了幅相似题材的画《毛泽东和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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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这幅红色绘画仍然又脏又黑，但画家对

色彩的处理很高明。前一幅用自然天光来画矿井

出口的冷色调，后一幅用灯光来画矿井下的暖色

调，使脏与黑变得温馨，可以让人亲近。画家描

绘那几个工人的形象，手法老练，表现力强，我

当年学画时曾经临摹过，并与老师和画友一起琢

磨过画家的笔法。

国家博物馆的展品说明牌上，并未言及侯一

民这两幅画的关系，尤其是第二幅的说明牌，完

全没有细节，显然回避了史实。

历史有两种讲法，一是官方的宏大叙事，

如《乾隆南巡图》，另一是个人言说，如聊斋的

寓言故事。北京的国家博物馆讲述官方历史，但

只要参观者细心，却仍能从中看到画家的个人叙

事，一如出版商讨好慈禧太后，官民同欢。

三、艺术垃圾场

在北京看画，会遇到前卫与传统的大杂烩，

这是商业社会在媚俗时代的文化特征。西方国家

出版的旅游书，言及北京的当代艺术时，会列出

798，说这是中国近二十来年前卫艺术的集散地，

而言及北京的传统艺术时，则会列出琉璃厂，说

这是历史悠久的国粹集散地。

798原本是军用电子工厂，五十年代由东德援

建，为保密而采用邮政信箱的号码为厂名。八十

年代军工萎缩，798几近停产，厂房出租，随即有

艺术家前来设立画室。这些艺术家具有非官方倾

向，代表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是地下艺术的

主流。后来官方招安，画家和画室越来越多，厂

区变为艺术区。结果，画商们便来开画廊，抬高

厂区租金，许多画家和画室只好撤退，798遂成画

廊区，继而变为画廊和工艺品店混杂的艺术商业

区，现在是北京著名的文化旅游点，尽现媚俗的

伪前卫和当代艺术商业化的奇观。

琉璃厂原本是京城展示传统文化的地方，

以荣宝斋等老字号的书画店为主，经营字画、古

书、文房四宝和古玩之类。随着经济发展和艺术

市场的兴盛，这些年琉璃厂逐渐成为仿古书画和

贩售假古董之地，所售字画古董，俗不可耐，与

臭名昭著的潘家园假古董地摊市场不相上下。不

少书画家在琉璃厂开设画室，更有画商开设画

廊，让人大开眼界：画家们自称大师，打出国家

一级画师的名头，像个宫廷画匠，以媚俗的字画

来招摇，更配上与当代名人的合照来抬高身价，

其字画标以天价，不知能卖给哪个冤大头。

琉璃厂的假画和赝品也让人大开眼界，从明

清大师到当代大家的作品，应有尽有。齐白石的

画供货充足，且以天价来表示货真价实。在一家

有名的画店，我看到一幅八大山人的立轴游鱼，

标价四百万元人民币。可是，八大山人画鱼眼，

通常用笔硬挺有力，眼白外露，眼珠上翻，流露

着内在精神和灵动之气，昭示着这位明末遗民画

家对清王朝的愤恨和蔑视。然而这幅四百万的

鱼，毫无笔力，眼白无神，眼珠竟是一个软绵绵

的墨球。这等假画居然冒充八大山人真迹，还敢

狮子大开口，要价四百万，真是贻笑大方。

然而，荣宝斋是老字号，名声要紧，其木

板水印的名家作品，便标明是复制品，价格也相

宜。所售吴昌硕的桃，印制精美，与手工所绘无

异，几可乱真，售价才一千三百元人民币。若非

国际旅行携带不便，我会买下这幅画。我早就醉

心于荣宝斋的木板水印，七十年代初游琉璃厂时

就对之百看不厌。二十年前有大陆画家贩运荣宝

斋的水印复制品到北美展销，我有机会进一步见

识了荣宝斋水印复制的精美工艺，并买下一幅齐

白石的果篮小品，欣赏之际，爱不释手。

今春偶得一幅当代大家石鲁的画《家家都在

花丛中》，经过研读考证，确定为荣宝斋的木板

水印复制品。我将考证的过程写成一篇短文发表

于纽约《世界日报》周刊，后有读者来信质疑，

认为此画与石鲁风格不符，可能是伪作。然而，

近日逛琉璃厂时，我在荣宝斋的“木板水印工艺

坊”见到石鲁这幅画的水印件，作品的档案资料

俱全，标明是复制品，售价也并非高不可攀，说

明我当初的判断和考证并未出错。

中国艺术市场赝品泛滥，真假难辨，与拍

卖行见利忘义的不良经商道德有关。今年春夏大

陆热播一部电视连续剧《青瓷》，讲拍卖行的商

战故事，其中所涉古董，不无赝品，而拍卖行更

是官商勾结，以欺诈炒作的方式来做局，制造天

价，从中获利。正好，我近日有机会参观北京最

大的艺术品拍卖行，在其藏品陈列室和字画店

里，见到无数赝品仿品。这些以假充真的字画堂

而皇之标为名家原作，售价为百万之巨，让人瞠

目结舌。

如今的798和琉璃厂，既像商业中心，又像跳

蚤市场，与纯正的艺术无缘。若说京城的潘家园

是个巨型假古董垃圾场，那么798就是前卫艺术的

垃圾场，而琉璃厂则满街是传统艺术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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