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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可否解釋市場由明式的黃花梨傢具向紫檀傢具轉變現象背後的因素？
海岩：歷代特別是明代晚期，以黃花梨為主要用材的硬木傢具是江南文人時尚的創

造，雖然也很貴重，但並不是明代傢具的代表。明式傢具在中國有四百多年
的傳承歷史，近一百年來，因明式傢具的簡潔設計與西方對極簡設計的追求
十分吻合，所以受到西方的極力追捧。常常可以聽到學者說，明式傢具是西
方極簡設計的鼻祖，對西方現代極簡設計特別是極簡傢具的設計有啟蒙價
值。
具體來說，中國近百年來處於一個貧弱的地位，幾千年來的主流文化，從清
晚期以後開始變成現在的邊緣、弱勢文化。因此，凡是主流文化追捧的事物
與觀點，中國的學界、知識界、收藏界都會一擁而上。明式傢具作為主流文
化認可的最高等級傢具，受到關注與追捧這一點恰好說明了這種文化現象。
紫檀傢具在過去也沒有如今的地位，收藏界曾有「十清不抵一明」的說法。
這幾年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清代紫檀傢具的地位漸漸上升，但這同樣是
西方收藏界與資本炒作的結果。最近幾年，西方一些大拍賣公司爆炒中國的
宮廷尤其是清宮系列，一個獸首可以賣到過億，並且弄得沸沸揚揚。它們往
往代表着西方文化的主流意識，中國收藏界見此就跟着追捧清式傢具。所以
這幾年，中國傳統傢具拍賣世界紀錄改由紫檀傢具領銜，在此之前，中國傳
統傢具的拍賣紀錄始終是由黃花梨傢具保持的。

Q：我們常常聽說明式傢具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可以詳細解釋嗎？
海岩：我們看到一件很簡潔的官帽椅、圈椅或是條案，就稱之為明式傢具，但這只

是從款型上來說的，其實不是這樣。從廣義上來說，款型簡潔的傢具都可以
稱為明式傢具。狹義的明式傢具，是站在收藏的角度上說的。除了簡約的造
型設計之外，還要有科學合理的結構法度，也就是精密的榫卯結構，還要有
符合文人意趣的線腳美學。明式傢具是中國傢具史上第一次將木材的天然紋
理與其簡潔的款型相融。因此，對木材天然紋理的欣賞是明式傢具的一個重
要方面。
我們現在所說的明式傢具原則上不包括漆式傢具與雜木傢具。明代硬木傢具
主要用材第一是黃花梨木，中外拍賣史上的傢具也多以黃花梨為主，黃花梨
傢具佔了明式傢具拍賣紀錄的90%以上。第二是紫檀木，紫檀木在明代多見
於配飾與小件，大件傢具很少見。第三是鐵梨木。第四是鸂鶒木，這與現在
國標裡的雞翅木音同物遠。第五是烏木，這與電視上所說的烏木也不一樣。
另一個就是南方的櫸木，櫸木在現在的國標裡是排除在硬木範圍之外的，因
為紅木的國標是植物學家定的，不同於歷史文化的概念。

Q：市場現在漸漸有一批買家專注金絲楠木，對這一收藏方向你如何看待？
海岩：金絲楠是軟木，也叫柴木，就是燒柴火用的木頭，有點兒貶義的意思。過去

金絲楠有「柴木之王」的稱號，主要用於建築以及造船、牌匾、箱櫃和棺

材。
金絲楠木在歷史上不能和紫檀、黃花梨及紅酸枝相提並論，但近年來被炒得
很厲害，現在所謂的「皇帝專用」就是炒作結果之一。雖然它確實曾被用來
建造宮殿，但主要是因其料大、耐腐的緣故。古代比較尊貴的人家一般不用
楠木做傢具，原因之一是因為軟木所製傢具榫卯結構不耐久。此外硬度較
差，用的時間一久得會顯得坑坑巴巴的。再有，人們覺得楠木是最好的壽
材，可能因為心理忌諱覺得有陰氣。
金絲楠木，從兩三年前的幾千塊錢一噸到現在的近十萬塊錢一噸，炒作力度
之大可以想見。然而，它的美麗是不是得到了百年以上的承認？它的稀有度
夠不夠？它的耐久性如何？可以說這幾項它都欠缺，所以投資有風險，收藏
須謹慎！

Q：可否總結一下應該怎麽看古董傢具？
海岩：第一是看路份：也就是看傢具是屬於文人傢具、宮廷傢具還是普通老百姓的

傢具。文人或皇帝所用傢具，款型、工藝、用材都比較好。
第二看用材：同樣是文人傢具，使用的是黃花梨還是櫸木，價格上差異就很
明顯。
然後看修配程度：凡是「型、藝、材」差不多的傢具，定價高的都是修配程
度少的，定價低的都是歷史上有修配紀錄的。大部分傢具是這樣，但不完全
如此，這只能算我的一己之見。
最后才是看著錄，即看這件傢具是不是傳承有序。比如，王世襄先生的一個
筆筒拍出五千多萬、一張小條案拍了兩千多萬。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就
是因為這件傢具王世襄先生收藏過，現在「王世襄」已經變成商業上的一個
噱頭了。如果你今天在拍賣會上買的東西，隔幾年再賣，一定得寫上「某某
哪年秋拍」。這件傢具誰曾經收藏過，在哪一年拍賣過，在哪裡展覽過，這
就叫著錄。
海岩最後分享了紅木收藏的「四要素」：一美麗；二耐久；三稀有；四純
粹。
美麗是指什麼呢？這件器物的美是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得到全國或世界範
圍承認的美。如果最近才開始認識到它的美，沒有一個歷史傳承的過程，是
不具備收藏價值的。
耐久，是指傢具在歷史上不僅具有使用功能，同時也是世代傳家的財富象
徵。
稀有，很多東西很美，但是太多了，街上隨便買買就一堆，而且不怎麼漲
價，自然沒有什麼收藏價值。
還有就是純粹，B貨是加了別的東西，C貨是既加東西又加色，這樣不純
粹。傢具同樣如此，用其他材料頂替，或者是併併補補，不夠純粹就會影響
到它的收藏價值。

新華社電 蘇軾《功甫帖》真偽迷局再起波
瀾。月中上海藏家劉益謙攜所購《功甫帖》原件
現身北京，在全國近百家媒體的注視下，接受由
高倍掃描儀和50－200倍的光學放大鏡進行的
「體檢」。
據現場展示的高清圖片，結合當天引用的機構

鑒定報告及多位專家學者提供的最新學術文章，
劉益謙及其所創始的龍美術館執行館長黃劍認
為，《功甫帖》為自然書寫，上海博物館3位研
究員的「雙鈎廓填說」無法成立，上博文章不能
推翻此前由安儀周、張葱玉、徐邦達等鑒定大家
做出的《功甫帖》為蘇軾真跡的結論。
蘇軾《功甫帖》，紙本，墨跡，兩行九字，縱

27.9釐米，橫9.5釐米，書「蘇軾謹奉別功甫奉
議」，是蘇軾寫給好友郭祥正（功甫）的臨別便
簽。
從2013年12月底上海博物館3位研究員公開

質疑《功甫帖》時起，到2014年1月13日紐約蘇
富比發佈14頁研究報告力證《功甫帖》屬「真
跡」，再到18日劉益謙被迫採用多種現代技術設

備現場「驗明正身」，《功甫
帖》真偽之爭撲朔迷離，進一
步凸顯中國古畫鑒定困局。
當日，到場的一些專家學

者，包括徐邦達弟子蕭平、傅
熹年弟子朱紹良（徐邦達和傅
熹年均為中國古代書畫鑒定
「七人小組」成員）在內一致
認為，就上海博物館3位研究
員提出的證據而言，尚不能推
翻此前由安儀周、張葱玉、徐
邦達等歷代鑒定大家做出的
《功甫帖》為蘇軾真跡的結
論，除非他們有新的證據。

記者注意到，採訪中幾乎所
有的專家學者均表示支持安儀
周、張葱玉、徐邦達等歷代鑒
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為蘇
軾真跡的結論，並認為上博的「證偽」站不住
腳，但沒有人敢「證實」《功甫帖》就是蘇軾真

跡。「我只能說，《功甫帖》
非常接近真跡。」朱紹良說。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歷來是世

界性難題。據朱紹良介紹，在
最權威的《宋畫全集》中記載
的900多件書畫裡，超過95％
也是推論為「真跡」。「比如
《清明上河圖》，誰敢肯定就
是張擇端真跡？光乾隆皇帝就
收藏了４幅，但又誰敢說故宮
所藏《清明上河圖》有假？」
據了解，中國宋元書畫存世

稀少，在國內也是寥若晨星，
國內外不少博物館將宋元書畫
作為鎮館之寶，收藏宋元書畫
的多寡甚至決定着博物館在業
界的地位。正因如此，古書畫
鑒定界一直信奉「宋元寬、明

清嚴」的原則，不敢輕易「證偽」宋元書畫。
台灣書畫研究者陳蕭羽認為，針對古書畫鑒

定，「存疑」是主觀的，但「證偽」必須是客觀
的，需要無可辯駁的事實和邏輯支撐。他認為，
在更完美的《功甫帖》出現之前，「從舊說」是
最可接受的方式，在少數被證實為「真跡」和可
被證明為「偽跡」之間存在大量的模糊空間，需
要隨着科技、文明的進步在未來被驗證。
作為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的權威，「七人小組」

的鑒定曾經一言九鼎。「他們有豐富的書畫鑒賞
和古漢語知識，又曾經過眼過大量書畫，多數人
本身也能書會畫，因而具備後輩無法企及的優
勢。」朱紹良說。
但如今，隨着部分成員相繼故去，古代書畫特

別是宋元書畫的鑒定變得更加艱難，急需國家有
關部門成立權威的鑒定機構釐清古代書畫的鑒定
難題。
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也表示，儘管《功甫

帖》的真偽暫時還沒有非常明確的定論，但由
《功甫帖》所牽涉的中國書畫鑒定問題，需要政
府部門積極面對，以便更好地解決中國書畫鑒定
的主流話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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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功甫帖》迷局凸顯中國古畫鑒定之困

�

海岩
其他精彩語錄回顧
語錄一：中國人的價值觀首先是從材料開始的，除了

書畫和瓷器要看名頭與藝術外，其他很多器
物類的傳統文化藝術，材料的稀缺與珍貴度
對它的市場價值影響很大。

語錄二：黃花梨與紫檀確實優於其他木材，因其本身
就具備審美價值，就像和田羊脂玉籽料或是
滿綠玻璃種的翡翠，不用雕工就可以欣賞到
它的美。

語錄三：人工種植的黃花梨500年成材，現在的中國
人，如果說給兒子種樹，大多數人都不會
幹，兒子該怎麼着就怎麼着吧。給孫子種
樹，這就算了。說給500年以後不知道是誰
的人類種樹，打死我我也不幹，我還得澆水
挖坑佔地，不幹。現在為什麼還是有人幹？
一定是有當下快速變現的能力。

語錄四：廣作傢具有自己的藝術概況，比如說用料極
其厚重。因為廣東是碼頭，進口的料先在那
兒卸，料便宜。運到蘇州去得多貴啊，運到
北京去不怕，那是皇上要用。

語錄五：中外拍賣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海南黃花
梨、越南黃花梨的稱謂，就是黃花梨，老傢
具如果非要說木頭從哪兒來，是不科學的。

語錄六：現在沒有人炒黃花梨，炒作要有利益，要花
錢、花精力，你炒完了別人說給我兩件，你
說我也沒有，那你炒它幹什麼？

海岩海岩 分享分享 紅木收藏四要素紅木收藏四要素

當人們談到海岩時，作家、編劇、黃花梨收藏家，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身份統統被他攬於一身，在海岩的眾多身份之中，最為人熟知的

是作家與編劇，然而在收藏界，有「資深黃花梨收藏家」名頭的他做客博物誌系列講座也是如此評價自己的，「我實際上是一個四流的職

業經理人、四流的作家和四流的編劇，是九流的收藏家、一流的傢具愛好者。」。

海岩應邀舉辦博物誌系列講座之「紅木傢具的收藏」，在兩個小時左右的講座過程中，和我們分享他的收藏觀點，也分享了其收藏紅木

心得，具美麗、耐久、稀有、純粹四要素才能吸引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清代黃花梨雲龍紋大四件櫃一對清代黃花梨雲龍紋大四件櫃一對
嘉德拍賣成交價嘉德拍賣成交價：：3976000039760000元人民幣元人民幣

■■元清坊元清坊交趾黄檀明式三圍板羅漢床交趾黄檀明式三圍板羅漢床

■■勾子紋鑲理石長靠背椅勾子紋鑲理石長靠背椅（（清代清代））

■■傢具收藏家海岩傢具收藏家海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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