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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珠格格》已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青春记忆。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早前，已故花鸟画名家
王憨山的后人与藏家“开撕”就曾引
发关注。故事很简单，王憨山后人认
为藏家拿出的王憨山画作有假，而藏
家却据理力争，事件最后也未能解
决。在如今的鉴藏环境之下，当然是
一个没有定论的事情，但是有人认
为，王家后人的意见会给藏家手里藏
品的身价以致命性的打击。

已故书画名家的后人的鉴定意
见很重要。这是青年报记者近年采
访之中的一大印象。一些书画拍卖
会，对于一些重量级的拍品，在作品
的旁边都会出示名家后人的鉴定
书。比如最近在荣宝斋上海的一场
拍卖会上，就出示了一张徐悲鸿夫人
廖静文给徐悲鸿画作所写的鉴定证
书。这也使得人们对这幅画作刮目
相看。

后人的意见俨然已经成为了一
些重量级书画作品的“标配”。很多
作品，因为有了后人的鉴定意见书，
人们就对它的真伪不再怀疑。也因
为有了鉴定意见书，俨然是名家的

“正宗”，这些作品的身价也会飙升，
成为市场上十分抢手的艺术品。

但是近年也会出现一些争议。
王憨山后人说藏家手中的作品有假，
但是藏家出示的证据也并非空穴来
风，这让这批作品的真伪一时云里雾
里。一些年前，珠海市博物馆就发生
过类似的尴尬场面：在该馆举行的
《国之瑰宝——黎雄才关山月作品
展》中，展出的4幅落款“关山月”的
作品和34幅落款“黎雄才”的作品，
均被闻讯赶来的关山月之女关怡和
黎雄才之子黎捷现场认定为赝品。
展品提供者事后不断公开黎雄才生
前在家中与画作收藏者的合影以及
人民美术出版社为纪念黎雄才逝世
一周年而出版的《黎雄才作品集粹》
等“可以证实展品真实性的证据”。
此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那么，书画名家后人的鉴定到底
靠谱不靠谱？在专家看来，家属的鉴
定意见是否可靠是因人而异的，还是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艺术家
的家属，本身就是画家，他们有专业
的教育背景和审美眼光，其鉴定的意
见相对就比较可靠。比如徐悲鸿的
夫人廖静文，与徐悲鸿生活了8年，
耳濡目染大师的创作，同时她自己日
后也研习书画，长期担任徐悲鸿纪念
馆的馆长，对于徐悲鸿的艺术很有研

究。所以她的鉴定书应该是有一定
权威性的。

收藏家高鹏飞也认同这一观
点。他举例说，比如关山月的女儿关
怡，她常年在其父亲的身边，相当于
是关山月的秘书，可以经常观察到父
亲的创作情况。因而她的鉴定意见
相对是比较专业的。但是，这种特殊
在当前整个艺术圈实在太少了。大
多数著名画家的家属是不具备这样
的先天条件和后天条件的。“对于其
他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专业性的家
属的鉴定意见，如果被一些拍卖行过
分地宣传和放大，那么，我们就有理
由认为那只是一种商业的噱头，收藏
者千万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能轻易
相信，否则就会上当受骗。”

当然，还有另一种比较极端的情
况就是，名家后人和卖家串通好了，知
假售假。记者了解到，名家后人出鉴
定书一般也会收取鉴定费，不排除有
的名家后人被这高昂的鉴定费蒙蔽了
双眼，给一些假货出具鉴定书的可能。

在缺乏权威鉴定机构，拍卖公司
又大多不保真拍卖的情况下，一些买
家开始迷信名家后人的鉴定。但是
现在看来，真正可以相信的也就只有
自己的眼睛了。

名家作品真伪怎可一“言”而定

后人意见非答案 鉴藏需有根有据

□陈宏
这两天，娱乐圈又有点乌烟瘴

气了。周杰和林心如的骂战升级，

将不少当年《还珠格格》剧组的人

都卷了进来，“扎小人”一说连老艺

术家李明启老师都难幸免。林心

如感叹说，曾经想着剧组未来重

聚，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还珠格格》当年火爆大江南北，

风头一时无俩，它也捧红了很多明

星，成为不少80后、85后心中的经

典。而且，由于它年年寒暑假电视台

都安排重播，不少90后也被“收编”，

让它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

由于文化习惯和社会发展的

剧烈，中国人爱怀旧，网络文化的

普及，助推了这一点，往往一些过

往的元素，在社交网络上能引起强

烈的共鸣。经典电视剧作为凝结

了一代人情怀的产品，剧组的重

聚，总能轻易撩拨起众人的心。

《还珠格格》有当时青少年对

命运突然改变的憧憬，在这一点

上，它和金庸武侠中的奇遇类似；

也有青少年对挑战权威的渴望，剧

中几组年轻人“斗容嬷嬷”、“斗皇

后”、“斗太后甚至斗皇帝”，自然让

他们大呼过瘾；更重要的是，格格

们冒险一般的逃难，以及途中的友

情，都是青少年心中的理想。可以

说，它给了当时的青少年，很多美

好的观感。

在成年后，当时的美好记忆经

过发酵，更是让喜欢怀旧的大众期

待主创能够重聚：当年的美少年美

少女，或已结婚，甚至生子，也或者

还在单身，为事业打拼，一群有了

不同人生轨迹和故事的人，坐在一

起，自有无穷的唏嘘。

《还珠格格》看来重聚不成了，

《西游记》由“孙悟空”六小龄童牵

头正在积极筹备，《红楼梦》的“贾

宝玉”欧阳奋强为了纪念这部经典

开播30周年，筹备了一场重聚首纪

念音乐会，并安排在了人民大会堂

举行。白驹过隙 30 年，宝玉尤在，

“黛玉”陈晓旭斯人已逝，“宝钗”张

莉则托病在国外没来相聚，让人感

叹命运无常。

但外界的感慨就真的只是茶

余饭后的感慨，主创重聚首，就是

一场“同学聚会”，有人奔着情怀

去，自也有人奔着名利去。

这样的重聚，公众喜欢，明星

们其实也喜欢，除了自己的情感所

需，对仍在演艺圈打拼的人来说，

还能借机多曝光，免费、效果好。

君不见，小虎队合体上一次春晚，

能成为当年春晚最大的亮点，登台

时段收视率飙升！

我们希望将他们再次消费，是

因为分不清戏剧和现实，他们自

己，往往分得很清楚。所以，《还珠

格格》的“情侣”会反目，闲杂人等

会来蹭热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大众还是冷静点儿好。毕竟，消费

期待的结果是满足，而不是被迫看

清现实的种种不堪。

经典，还是就只留在记忆中吧。

“经典重聚”还是原来的味道吗？

■文化动态

人文话剧申城首演
现实问题启观众思考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艺术没有
范畴。近日，上海上演了一场话剧
《海上夫人》，让文艺青年们振奋不
已，这部讲述人文历史、象征主义很
强的剧，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而
更让人关注的是，它的制作阵容全
是跨界的：影视剧演员靳东出品、陈
数主演，执导的竟然是当代舞艺术家
王媛媛！

众所周知，《海上夫人》是现代戏
剧之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名著，它
用大海、乡愁等意象给我们展示了一
个女性在追求自由征程中的种种探
索与挣扎。就像陈数所说：“话剧的
现代意义不再只是讲故事，而是带着
思考和沉浸式的意味，这很难在影视
剧中表达，但可以在话剧中表达。”
《海上夫人》通过陈数的动人演绎，向
观众传达了人对自由的选择，以及选
择中的挣扎。

“现代舞本身有很多可以运用的
形式，这是抽离于戏剧的，我自己用
的方式会带入抽象感，把写实的故事
放入抽离感，可以有更多想象的空
间。我尽量避免让这部剧看起来像
舞蹈，但又想运用陈数身上具有的
很多戏剧演员不具备的身体素质来
表达，但本质上它还是戏剧。”王媛
媛说。

这部刚刚在上海圆满落幕、即将
开始全国巡演的剧，是北京当代话剧
团创团首作，而这个话剧团是靳东、
韩江、谭韶远为完成少年时的戏剧梦
想而成立的。“戏剧可以是丰富多元
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和表达方式。
我们希望剧团未来能够在观念和美
学上做一些新的探索。”靳东说。

本土版歌剧《阿依达》
启幕大剧院演出季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以歌剧为自
己的演出季揭幕，这是上海大剧院多
年的传统。今年他们选定了由上海
歌剧院全新制作的歌剧《阿依达》。
而《阿依达》确实与上海大剧院颇有
渊源。在上海大歌剧院建设即将启
幕的时候，上海本土歌剧的发展也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

此次上海大剧院和上海歌剧院
联合出品的《阿依达》采用了国际化
的制作形式，由蒙特卡罗歌剧院总监
让·路易·格兰达担任导演。格兰达
昨天说，他从1950年代意大利影星
索菲亚·罗兰主演的电影《阿依达》那
里获得灵感，将这个全新的《阿依达》
版本设计成拍摄者和阿依达本人两
个视野交错推进的形式。

剧中饰演阿依达的是著名女高
音歌唱家和慧，而同和慧搭档、担纲
拉达梅斯一角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男
高音歌唱家马可·贝尔蒂，他被认为
是意大利歌剧界最美的声音之一。
说到和慧和她的《阿依达》，与上海大
剧院确实颇有渊源。1998年上海大
剧院开幕歌剧就是《阿依达》，而主演
就是和慧。这是当时只有21岁的和
慧的第一部歌剧。所以此次算是和
慧时隔19年后再登大剧院舞台，此时
她已有了“世界第一阿依达”的美誉。

■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