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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云楼收藏名甲江南!而
从第一代主人顾文彬

开始!顾家书画就有买有卖"对
买画!因其重要藏品著录于#过
云楼书画记$!传至今日者亦复
不少!今人自能知其大概!但卖
画情况!过去只有些蛛丝马迹!

难得其详%

同治九年四月十八日 !翁
同龢在琉璃厂看到顾文彬买的
书画!又借看了他卖出的书画"

翁氏这天的日记说 &'过厂 !见
顾子山所收王石谷册!恐未真"

(九成宫$!乃秦刻)(十七帖$旧
而不佳% 又借得杏农所购石谷
册!*杂临!纸大小不一!然有摹
仿之迹+!#负照卷 $*太滑 +!亦
顾氏物!皆未真, -*#翁同龢日

记$第二册%中西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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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十四年三月十三日! 翁同龢
在给翁斌孙的信中说&.顾子山
自收自卖 ! 并非门户凋零 , /

*&翁同龢集 $上册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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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是顾文
彬去世的前一年, 可见顾家卖
画!一直在持续进行!只是所见
记载甚少,

然而!(过云楼日记$和(过
云楼家书$近年整理出版!全面
改变了顾氏书画收藏的研究条
件, 这些由顾文彬亲自写下的
第一手材料! 包括大量与书画
买卖有关的细节! 让人们得以
勾勒出一幅过云楼前期书画鉴
藏0交易活动的全景图卷%

按 (过云楼日记 $!同治九
年三月!顾文彬入京候选!随身
携带书画一箱! 当月二十八日
到京! 四月一日就将画箱抬至
博古斋!托店主李老三代售%是
年第八号家书说 & 1京中所重
亦是四王恽吴与沈文唐仇 !我
所带之物甚合销路 % 至于眼
光 !虽李老三已算巨擘 !然不
如我与汝远甚 ! 见石谷两册 !

深以为真 !其易欺可见 % 我即
托其代销22刻下恰有外官
两三人在京!箱中物拣去八件!

如可成交!约可得三百金,据此
看来!此种生意尚可做得,我在
京候选!川费不轻!兼做贩书画
客!不无小补, -

取走八件书画的外官 !就
是借画给翁同龢看的尹杏农 ,

杏农是尹耕云的别号, 顾文彬
四月初五的日记说&.尹耕云托

蒋子良问书画价22余虽告以
所择八件索价四百余金! 然因
李老三是经手人! 嘱其不可撇
却也, - 这笔生意最后成交三
件!.销去座位帖一本0 石谷碎
墨一本0廉州山水一卷!得价一
百四十两-,(翁同龢日记$中所
谓.负照卷 -!即廉州 *王鉴 !字
圆照 !曾任廉州知府 +山水卷 !

.负照-乃.员照-的手民之误,

顾文彬在京期间! 对书画
买卖颇为用心, 他带来的书画
销路不畅!便要求家中续寄,同
时他也买了若干书画! 除了一
部分自己欣赏的精品外! 也不
乏低档货色! 寄回苏州供儿子
顾承售卖,在给顾承的家书中!

他屡屡讲起生意经&.石斋绢本
字卷!东洋庄有销路!亦不可贱
售, 如售去!急须添补!因石斋
字卷册并无他件也, -.大约书
画日少一日!次者0赝者固宜售
去!其真而佳者亦须买进!如待
价而沽!总可得善价, 如此!则
孙辈讲书画一节尤不宜缓耳,-

.所买书画精品居多 ! 设使变
价!均可占钱, 即绫本各轴!谅
亦可得价, -此时!卖画是顾家
正经生意!以赚钱为目标!只要
价钱合适! 即使卖掉精品也在
所不惜,

在京候补的十个多月里 !

顾文彬用度窘迫! 苏州家中也
接济不易! 故对卖画补贴日用
抱有很高期望! 而京中卖画收
入二百五十三两!确实.不无小
补-, 他卖画并非偶然为之!尝
见其写给在湖北任职的汤世镛
*字彦泽+一函!内云&

彦泽仁兄大人阁下! 一别

数载"驰系弥深! 夏初赴鄂"匆

促即归 "未及握晤 "一罄积怀 "

尤为歉仄 ! 盛杏荪世兄来苏 "

述及起居安吉 "深以为慰 ! 并

悉任职之暇 "博雅嗜古 "清兴

颇多 "可谓与弟同癖 ! 弟杜门

息影 "独于书画一道 "娓娓不

倦"数年以来 "所蓄遂多 "惜云

山迢隔 "不获与方家共相欣赏

也 ! 阁下淸秘所藏 "精品当复

不少 "如明之文沈唐仇 #国朝

之四王恽吴 " 共得若干种 "能

将目录开示 "藉寄寤思 "他日

重作楚游 " 便可按图索骥 "一

增眼福也! 兹托杏荪兄携带法

帖书画数十件 " 可向取观 "未

知有足入赏鉴者否 $ 专此布

泐"顺颂台安 "诸希荃照不宣 !

愚弟顾文彬顿首!

函中提及.夏初赴鄂!匆促
即归-!当指顾文彬于同治四年
四月应湖广总督官文之招赴汉
阳节署!旋即返苏,此年他托盛
宣怀携带到湖北销售的法帖书
画达数十件! 可见其书画生意
很早就开始了,

同治九年闰十月! 顾文彬
补授宁绍台道员! 转年二月莅
任,宁绍台道兼管海关!是个日
进斗金的美缺, .不差钱-让顾
家的书画生意有所变化, 一方
面顾文彬仍想多卖一些! 并将
家藏书画全部标上价钱! 希望
.后人如能待善价而沽!虽散去
亦无所憾-!另一方面又谆谆告
诫顾承!不可出售佳品!并且要
按照他定的价格出售, 如同治
十年第四十三号家书说&.德尚
衣*苏州织造德寿+亦欲搜罗书
画!曾与汝说过,能售一大票甚
妙!但切不可贱售!尤不可将佳
品售去!因我家此时光景!非昔

比也,-第五十六号家书说&.书
画中如有见而求让者! 只可将
好充头如楼氏所得恽十万图及
王吴合册之类! 以及虽真而不
妙者!方可让去, 若上品之物!

虽得差价! 亦不可让, 至要至
要3-后来顾承以一千余两巨款
向李鸿裔 *香严+ 售出一批书
画!内有顾文彬喜爱之物!这让
他大发雷霆!严令讨回!最后以
李鸿裔退货了事,

此刻顾家卖画所得 !也不
再补贴家用 !而是用于补贴购
画所需 ! 用顾文彬的话说 !就
是 .推陈出新 -!.换些上等之
物 -, 虽然 .自从弄书画以来 !

出进之间 !颇多沾润 -!但书画
生意已经不是顾家的重要经
济来源了,

从
日记和家书看!顾氏卖
画的渠道多样!有自己

推销的!有委托掮客代售的!还
有朋友如吴云等撮合的! 更多
的是顾承在苏州家中卖给慕名
而来的顾客, 顾文彬在宁波任

职期间! 家中一度想开设书画
铺0游艺馆 !都被他制止 !认为
如此必多欠账!难以追讨,

顾氏虽为官宦人家 !一旦
做起书画生意 !也难免沾染诈
伪之习, 卖品首选下驷0赝品!

以次充好 0以赝充真就在所难
免 ! 即便对亲朋好友也是如
此, 李鸿裔是顾文彬过从频密
的好友 !看上他家的 .大 0小米
卷-, 顾文彬明知这个卷子.靠
不住-! 却在家书中特别嘱咐&

.伊如欲得!非六百金不可, 此
等物既归过云楼鉴藏! 指为真
龙!谁曰不然, -

顾家有时也弄些移花接木
的手段,顾文彬在京时!买来无
款山水小幅!想着.正好添气节
大名如方孝孺之类-)他买到一
张仇十洲画片!惜无题跋!而在
京曾得诗笺一纸 ! 乃傅青主
*山 +之侄所书而无款 !其字与
青主相类! 于是他打算另摹傅
青主印!补印于诗笺之后!即作

过云楼的书画生意
艾俊川

日记和家书看!顾文彬卖画的渠道多样!有自己推销的!有委托掮客代售的!还有朋友如吴云等撮合
的!更多的是顾承在苏州家中卖给慕名而来的顾客" 顾氏虽为官宦人家!一旦做起书画生意!也难免
沾染诈伪之习!有时也弄些移花接木的手段" 号称江南第一收藏家的苏州过云楼!富而作伪!已经够
离奇了!但还有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那就是用假画掉换别人的真画"

顾文彬致汤世镛函%同治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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