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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鼻炎签约
中药外用15937507897

婚姻家庭调解13937507536● 房产资讯C 转 让转 让

工商代理工商代理

商务资讯A ●注册、代账、商标18737535133

●注册代账15637589127

广 告 热 线 : 13523260997 13183330295
地址：市区建设路西段 268号（鹰城广场对面）

分类广告
小 广 告 大 市 场 小 投 入 高 回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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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在微信公
众平台同步刊登
微信公众号：
ycqueqiaohui

生活资讯B

心理咨询心理咨询

耳聋请配助听器13087062226●
助 听 器助 听 器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康乐居老年公寓13937585159

搬家公司搬家公司
顺风搬家13837529909●

鹰城名吃-四不腻猪蹄3413983●
特色美食特色美食

健康美容健康美容

假发、补发
市联盟路中段（联盟鑫城院内）
电话：13849583359

出 租出 租

出 售出 售

●专办急难租售房8978881

●专办急难租售房8978882

印 刷印 刷

要印刷找龙发8861818●

出售：市区九中附近学区房，精
装修，水电气暖，带部分家具，
150m2。联系电话：15738991358

建设路东段（营业中）
13782472111驾校转让

友 情 提 示 ：使 用 本 栏 目 信 息 请 核 对 双 方 有 效 证 件 ，投 资 汇 款 请 谨 慎 。 本 栏 目 信 息 不 作 为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依 据 。

11月 26日晚，佳士得香港秋季
拍卖中，被定为北宋著名文学家、
书法家、画家苏轼的绘画作品《木
石图》以4.1亿港元落槌，加上后续
买家需要支付的佣金，总价高达
4.636 亿港元，约合 4.117 亿元人民
币。记者检索发现，这个价格创
下了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拍卖纪
录。佳士得官方表示，这幅画系
从日本寻回。尽管佳士得认可这
幅画为苏轼真迹，但仍有不少学者
认为这幅画的真伪还需要进一步
鉴定。

“苏轼《木石图》”拍出超4
亿元天价

当晚，佳士得香港秋季拍卖中，
经过激烈的竞争，一幅被认为由苏
轼绘制的《木石图》以4.636亿港元
的价格成交。佳士得拍卖公司坦
言，这个价格刷新了4年前另一件
拍品“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
卡”创下的3.484亿港元的佳士得公

司亚洲区竞拍纪录。同时，记者检
索发现，这幅《木石图》也是迄今为
止中国古代绘画拍出的第一高价。

记者了解到，自从佳士得于今
年 8 月 30 日在官网上发布《木石
图》的拍卖信息以来，这幅画就引发
了公众的关注。据佳士得官网介
绍，整个拍卖过程持续了 5 分多
钟。有媒体援引佳士得拍卖亚洲区
总裁魏蔚的话表示：“买家来自大中
华区，所以一定是回到中国人手
上。”

佳士得亚洲区副主席暨亚洲
艺术部主席石俊生于拍卖结束后
称，非常荣幸征集到《木石图》这
件“ 极 具 文 化 和 历 史 价 值 的 作
品”，其成交价更是“充分显示了
该作品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巅
峰地位”。

在此前的拍卖宣传材料中，佳
士得称这幅苏轼的《木石图》为“中
国书画旷古烁今之作，文人先驱苏
轼传世真迹”，并将其定为今年佳

士得香港秋季拍卖的领衔拍品。
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佳士得
曾将此画进行小范围观赏，当时的
起拍底价为 4.5亿港元。但到了 8
月底，随着一些学者对这幅画真伪
发出质疑，又有报道称这幅画的预
估成交价为4亿港元。最终，在拍
卖会当晚，该画的起拍价仅为3亿
多港元。

系拍卖公司从日本寻回

佳士得在宣传材料中介绍，《木
石图》又称《枯木怪石图》，是苏轼任
徐州太守时前往萧县圣泉寺时所创
作的一幅纸本墨笔画。该画作画面
内容简洁明了：一株枯木、一具怪
石，怪石后有矮竹伸出。画作裱成
手卷，其后有题跋4首，包括同代著
名画家兼书法大师、与苏轼同为“宋
代四大书法名家”的米芾。画卷另
有鉴藏印共41枚。

由于迄今为止苏轼的真迹可以
称得上“凤毛麟角”，只有现藏于中

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和上海博
物馆的《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合
卷》两件流传，但这两幅画作的真赝
也仍存争议，加上该《木石图》还有
书法名家米芾的题跋，使得这幅画
显得格外引人注意。

根据佳士得官网上对这幅画的
介绍，佳士得公司的专家们认为此
画的创作时间应该在公元1071年到
1101年之间。苏轼将这幅画作为礼
物送给了他的友人，这位友人于是
邀请了刘良佐和米芾为其题跋。从
装裱方式来看，目前所见的作品是
明朝时装裱的。整幅手卷上所见的
41枚鉴藏印分别来自南宋、元、明的
收藏家。

不过，这幅《木石图》没有出
现在清代的任何文献记载中。佳
士得官网介绍，1937 年，此画流传
至北京书画商及古董商白坚夫手
中，其妻为日本人，此后该画被带
往日本，直至被佳士得公司从日本
寻回。

拍卖画作真伪仍存疑

佳士得公司认为，这幅画画风
与苏轼相似，传承有序，又有与苏轼
同时期的名家题跋，可将其定为苏
轼的作品。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书画专家
对这幅画的真伪表示怀疑。一位
业内专家告诉记者，鉴定这幅画的
一大难点在于目前没有确定属于
苏轼的画作流传下来。“虽然国内
也有博物馆藏有传为苏轼的作品，
但都没有明确能认定是苏轼的证
据，争议还是存在的。因此此次
《木石图》出来之后，我们只能和同
时期其他画家的作品对比研究，另
外就是查看画上米芾等人的题跋
是否是真迹。”他表示，从自己的观
点来看，这幅画一些笔法的处理略
显生涩，“米芾的题跋也有值得商
榷的地方。但这些都是见仁见智
的观点，这幅画的真伪还需要今后
学界进一步研究鉴定。”（屈畅）

近年来，古家具（主要指明清
时期的家具）在拍卖界频出高价，
吸引了越来越多家具收藏爱好者
的目光。在这种“大热”下，市面上
激增了很多仿古家具。广东省收
藏家协会副主席何文发认为，现在
古家具造假甚至已呈现集团化。
面对种类繁多的古家具，新手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辨别真伪。

看皮壳

所谓皮壳，就是古家具的外
表。首先要看家具的底面、背面的
颜色和老旧程度是否统一，用料是
否一致。古家具底部一般有自然
老化的痕迹，而新仿制的古家具底
部常被上漆和染色，呈色较新。一
些新仿的古家具表面会被作伪者
泼上淘米泔水或茶叶水，然后被
放置在室外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
日晒，家具表面木纹会自然开裂，
色泽发暗，显出一种旧气，与其较
新的底部形成鲜明对比，利于买
家辨别。此外，古家具表面会有一
层自然包浆，这种包浆用酒精是擦
不出颜色的，而新仿的古家具，用
酒精棉球一擦会马上现红色，新旧
立判。

看底部与四足

一件古家具，各部位的糟朽度
是不同步的，腿的糟朽规律一般是

“一长一短，两中间”，即其中一条
腿糟朽得最为严重，一条腿糟朽得
则最轻微，剩余的两条腿糟朽程度
居中。另外，古家具因存世时间较
长，其腿部会因潮湿等外部因素而
呈现出自然陈旧状态；而新仿的古
家具无论怎么做旧，都很不自然，

如作伪者会将桌椅类家具的四条
腿埋在泥地里，一段时间后，埋入
泥中的那截腿就会由浅入深地褪
色，呈现水渍痕。但需注意的是，
真品的水渍痕一般不超过一寸，而
伪品往往超出一寸。

看家具的类别、造型与结构

这是家具断代的重要依据之
一。首先，从家具类别变化上来辨
别。如明代家具的类别主要包括
椅凳、床榻、桌案、橱柜、几架、屏风
以及箱匣等；到了清代，家具类别
有所改变，如清代晚期开始出现躺
椅，室内开始盛行摆放成套的扶手
椅与茶几，并出现多宝阁等家具。

其次，从造型的变化上来判

断。以扶手椅、靠背椅为例，能清
楚地反映出明清两代家具风格的
差异。如搭脑两端出头、扶手两端
不出头的扶手椅，或搭脑两端不出
头、扶手两端出头的扶手椅，多为
明代家具扶手椅的早期式样。清
代的扶手靠背椅造型结构大多比
较宽大、厚重，注重雕饰，流行以名
贵材料镶嵌或包贴；椅背结构基本
上可分为整屏式与三屏式两种，普
遍采用靠背和扶手上下垂直的形
式，不同于明代扶手椅按人体自然
曲率设计靠背、扶手的做法。

再次，从结构上来看，明代家具
的结构源于建筑学的梁架结构，横者
为梁，竖者为架，主要采用榫卯连接
的制作工艺，黏胶只是辅助工艺。清

代后期所制的家具各部件之间基本
不采用榫卯连接，改为暗榫用胶合的
简单工艺。此外，要辨别家具的结
构，还可通过听声音来判断，如果自
上而下声音发闷，说明内部是胶粘
的；如果内外声音清脆且差别不大，
则说明内部采用了榫卯结构。

看纹路

现在有种很难分辨的造假方
法，即选一根老料，将其表面做成
薄薄的一层，贴到仿造的家具上。
从表面来看，这确实是古家具的老
料，但里面的木头全部都是新的。
如果买家在购买时，能够看到木料
表面纹路有多处重复，则需要多加
小心。 （李曼丹）

苏轼真迹？

争议声中,《木石图》拍出超4亿元天价

古家具入手前要注意明辨真伪

本报讯 香港邮政宣布于 12月
6日推出一套以“金庸小说人物”为
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集邮品，向上
月逝世的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致
敬。

特别邮票展现的角色来自7部
家喻户晓的金庸小说，由著名漫画
家李志清以国画手法绘出，分别为
《射雕英雄传》郭靖和黄蓉、《书剑恩
仇录》陈家洛、《笑傲江湖》令狐冲和
任盈盈、《倚天屠龙记》张无忌、《神
雕侠侣》杨过和小龙女、《鹿鼎记》韦
小宝和康熙以及《天龙八部》乔峰、
虚竹和段誉。

香港邮政更首次发行内附 30
枚邮票的小册子，以别出心裁的设
计，将张无忌打太极拳的画面活现
眼前。只要快速翻页或扫描小册子
封底的二维码，便能欣赏这套绝世
武功的连环招式。

查良镛自1955年起以笔名“金
庸”撰写武侠小说，至 1972年共创
作了15部脍炙人口、风靡全球的作
品。他以无比的创意，将文化与历
史要素共冶一炉，塑造出多个形象
鲜明的人物，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古
典小说的魅力。查良镛于 10月 30
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陈然）

香港发行
金庸小说
人物特别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