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对历代书画的鉴定研究中，除了

传统方法所使用的证据之外（如款印、

题跋、鉴藏史和装裱等），还应开拓新的

证据源，在强化证据意识中形成一整套

寻找新证据源间的路线和使用证据的

方法。有一些半开发和待开发的证据

材料值得开拓和尝试，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研究者会

不断提高对证据的认知，增强使用证据

的科学手段、扩大证据的新来源，科学

地有效使用物证，以深度探索历代书

画。邓斌的《多胞胎书画的物证鉴定》

就是将司法界检测材料和痕迹等一系

列科学手段，系统地运用到鉴定研究历

代书画之中。

邓斌是一位出色的司法鉴定专家，

1994 年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文件检验

专业。他在从警28年中，运用文件检验

技术在重特大案件侦查中发挥了关键

性的作用，多次立功受奖。在此期间，

他一直关注书画鉴定研究的历史疑案

和现实问题，以现代刑侦技术侦破了多

起书画鉴定方面的疑案和难案，并形成

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使用方法。

证据学与书画鉴定学如何连接

客观地说，书画鉴定其本身就是一

个“案件”，其关键在于取证和使用的科

学性，最后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

在这当中，证据学的主导作用是不言而

喻的。证据学本是法律名词，是法学之

下非常重要的子学科，证据学即研究如

何运用物证、文本、图像、人证等证据，

来认定案件事实和其他法律事实的学

科，处理诉讼和非诉讼的法律事务。证

据学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证据的客观

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如实地反映

和再现案件实施的全部过程。证据学

的学理非常适用于书画鉴定，司法专家

与鉴定家对证据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一

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使用的司法诉讼

的证据是解决现实的案件问题，后者是

解决以往艺术史上的人物和事物，两者

思维方法和研究路线在本质上是互通

一致的，只是各自的目的、效果不同而

已。如对书画作者与对作案人的研究

十分相近，都必须分析、判定作者的动

机、手段、目的、条件，所不同的是评定

作者与作品是否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

响。因此，当今书画鉴定的发展注定是

要投入到证据学当中，邓斌的这部专著

犹如一座桥梁，将证据学与书画鉴定学

有机地连接在一起。

与书画鉴定发生关联的证据学是一

个完整的知识系统，涉及到多个方面。

首先，艺术史证据的来源主要有三大方

面：文本证据（包括人证）、图像证据和实

物证据，即文证、图证和物证，分别以文

字、图像、实物的形式论证关于艺术史上

某段时间里精神和物质的客观性。各种

证据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可以利用他

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证实某个事实的存

在。文证、图证和物证，都包含着两种不

同的证据性质：一种是直接证据，其材料

来源是直接的，内容指向直白、明确，所

得出的结论是肯定或否定的；另一种是

间接证据，材料来源是间接的，其内容具

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所得出的结论是

推定的。物证与痕迹学有着天然的内在

联系，两者的结合是让它们说话的重要

途径，邓斌的这部专著就是让物证“开

口”的方法和手段。

何谓“多胞胎书画”

在历代书画鉴定中，“开口”最多、

最乱的是多胞书画。所谓多胞书画即

两幅以上构思、构图、笔墨、造型相同或

相近的绘画，如同一母所生。现存的多

胞书画，未必都是一真、余皆为伪，需要

作具体考证。有人将双胞与多胞书画

相区别，这是一个不太客观的认识，所

谓“双胞”，应该是指目前此类书画存世

的状态，有可能的确是从古到今，唯此

两幅，但更多的是：他们曾经是多胞，只

剩下了两幅，或者尚有未发现的同胞书

画还隐藏在暗处。与多胞书画不同的

是“变体画”，是画家根据某件祖本，以

不同的构图、相近的笔墨和造型表现相

近的构思，变体画在图像上会发生位置

和图形的变化，甚至会演化为不同的内

容。多胞画和变体画在古代绘画中频

繁出现，它们的复杂化和迷惑性给人们

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其中的团

团疑云极大地挑战破解者的智慧和手

段。邓斌的这部专著就是以科学分析

的手段迎接这个挑战，帮助研究者寻找

其中的破解规律，从扑朔迷离的疑案中

见到光亮。

《多胞胎书画的物证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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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定本身就是
一个“案件”

——读《多胞胎书画的物证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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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加的儿童美术教育理论，一直

在触及儿童的生命和人的发展。在他的

眼中，儿童的美术学习体验实际上是儿

童对生命的一种体验。在这本书中，力

加将形与心联系在一起，实际是将儿童

的美术发展与儿童的心智发展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儿童美术是心的结果，心的

运动导致了儿童美术的产生。两者互为

支撑，相互成长。由此也引出了儿童美

术教育的价值问题。

儿童美术教育价值

我们为什么要让儿童学美术？为什

么家长要支持儿童学美术？学校为什么

要开美术课程？为什么校外美术机构如

雨后春笋，蔚然大观？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应该从价值分析和判断出发。价值是

人与物构成的需要关系。人有某种需要，

而外物和他人能够满足我们这种需要，价

值关系随即产生。一旦在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了一件事情的价值，人们才会做这件

事情。其价值越大，人们越可能投入做这

件事情。人类主观上不会去做毫无价值

的事情。但凡愿意去做，就说明这件事情

本身能够满足我们人的需要。

对美术学习的投入恰恰说明我们有

着学习美术的需要，因为学习美术能够

满足我们的某种价值。不同的人，对美

术教育的价值认识是不同的。心理学家

认为儿童美术是儿童心理的外化痕迹，

由此可以判断儿童的心理状态。教育学

者把儿童美术看成是普通教育的组成部

分，因此能够推进儿童心智的正常发

展。美术理论家以儿童美术研究，由此

研究美术的发生，早期社会和民间美术

的相似性。美术家把儿童美术当作一种

风格，以此作为参照，突出自己的艺术个

性和风格。在诸多儿童美术教育的价值

选项中，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促

进儿童的发展。

从儿童美术研究的发展历程看，以

往成人社会并不重视儿童美术。在中国

古代文献中，我们很少见到关于儿童美

术的记载和文献。即使有，也是碎片式

的。譬如，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

童邻”，以及“涂鸦”的概念。西方文明中，

直到19世纪末在欧洲出现了儿童研究运

动，儿童美术才正式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其价值突然被重视起来了。学者们开始

用实证的方法收集大量的儿童绘画作

品，进行分析、比较，随即提出了儿童美术

发展的不同分期理论，影响了以后的美

术教学。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家也通过对

儿童美术的观察来研究艺术发生学的问

题，所谓“复演说”就是当时提出来的。

儿童美术无处不在

事实上，儿童美术无处不在，无时不

在，是儿童成长的陪伴物，体现出促进儿

童发展的积极价值。在充分认识了美术

教育的价值之后，应该如何更好地实现

这种价值是每一个美术教育工作者必须

思考的问题。

在力加的书中，他选择了客观与主观

两个象征物，一个是形，一个是心。他对

形给予了充分强调，用具有形式感的语言

表达了他对形的认识：形是儿童参与美术

活动过程与自己内心意图反复纠结的一

道坎。形是每个儿童能否对美术活动持

续保有兴趣征程上的一座大山。形是美

术造型表现中需要儿童自主认识把握解

释的学科元素。形是儿童用于重构生命

力量表达主题思想的痕迹、符号、样态。

这一表述是契合美术和美术教育本质的。

美术正是一种造“形”活动。中国古

代先贤智慧感悟及此，《尔雅》有云：“画，

形也。”干净利落，直指本质。相比之下，

心更为复杂。它跟感官有关，跟思维有

关，跟情感有关，跟兴趣有关，而这些都

是因人而异的。正是形与心的关系构成

了儿童美术的基本架构。他们彼此支

持，携手成长。对形的感受、欣赏、理解

和创造直接影响到心的成长。心的成长

又反过来影响对形的感受、理解和创

造。在不否认形的重要基础上，作为普

通教育的一部分，更强调形对心的促

益。在当下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这被称

为育人导向的儿童美术教育。力加在书

中提出了他的儿童美术教育的基本观

念：美术活动中，儿童生命自然生长与恰

当教育干预之间的平衡。几乎所有美术

教育的问题都是以此演绎开的，并在这

个过程中展示出种种的精彩。在这本书

里力加回答了许多读者们关心的美术教

育的问题，诸如核心素养问题，“三维目

标”问题，儿童视觉思维的问题，儿童美

术转型期的问题，水墨教学和民间美术

的问题，单元课的设计与实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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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然成长
如何与教育干预平衡

——读《形与心·儿童的生命觉醒》
■尹少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