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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速览

19 日，足协杯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今年
足协杯首次将参赛球队扩大至64支，其中业
余的“草根球队”增至20支（去年为8支），占
比超过30%。

中国足协于2011年恢复举办足协杯，过
去3年的参赛球队数量分别是32支、48支、
48支。今年足协杯参赛球队数量将首次增加
到64支，这些球队包括16支中超球队、16支
中甲球队、12 支中乙球队以及 2013 年全国
业余联赛排名前12的球队、通过今年足协杯
资格赛的8支业余球队。

和往年相比，今年足协杯的赛制也有较
大改变。中乙球队和业余球队参与第一轮角
逐，晋级者与中甲球队参加第二轮较量，胜出
者再与中超球队参加第三轮比赛。在第三轮
比赛中，16支中超球队将全部亮相。另外，中
超球队今年遇到低级别球队时不再享有主场
之利，而是到客场与对手比赛。足协此举主要
是为了提高“爆冷门”的概率，为弱队提供更
多机会。

中国足协将于27日举行足协杯对阵抽
签仪式。 （据京报网）

“草根球队”占三成

足协杯扩军至64队

“吃货”们最关注的《舌尖上的中国 2》
（简称《舌尖2》）将于下月与观众见面。

《舌尖2》共7集，分别为：《时节》，中国人
对自然的依赖与敬畏；《脚步》，汗水中的苦辣
酸甜；《心传》，即将消失的美味；《家常》，家中
的甜酸苦辣；《秘境》，隐秘美食；《相逢》，食物
与人的每次携手；《三餐》，中国人的一粥一饭。

《舌尖 2》并非单纯展现中国美食，而是
用文化探讨中国饮食。（据《扬子晚报》）

《舌尖上的中国2》
下月开播

文化时评

据《新民晚报》报道，上海地铁10号线日
前启动了一趟“京昆专列”，将在该趟列车上
利用“戏曲人物画”的形式展示36出京昆折
子戏的精彩瞬间，展示时间将长达一年。上
海京剧院和昆剧院的演员今后还将走进车厢
去宣传京昆文化。这趟专列一出，在上海引
起不少关注，甚至有许多网友相约“一起去坐
10号线”。

这趟列车每天要开8个来回，保守估计
每天会有 2 万人有机会与京昆艺术亲密接
触。对于演出常常空着半个场子的传统戏曲
来说，这个简单的乘法显得何其诱人！无论
是京剧还是昆曲，在全国范围内的观众大概
也没有这趟地铁上一年的乘客多。

“争取年轻观众”是国内戏曲院团一直挂
在嘴边的口号，但争取方式并未取得更好的改
进。许多时候戏曲院团还把争取的脚步停留
在戏园子里，坐在那儿自己吆喝自己听。殊不
知，年轻观众是听不到戏园子里的吆喝的。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戏曲是
非常陌生的，普及常识，给他们一个了解戏曲
的机会，远比把他们拉进剧场更重要。这就
要求我们的传统戏曲从业者的视野更开阔一
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只有走出
剧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跟他们脸对脸，让
他们不得不看见你，你才能有机会。在快节
奏的今天，好酒就怕巷子深，好戏也要唱到戏
园子外面。

不仅是戏曲，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与
现在的年轻人或多或少地存在隔膜，很多人
根本没有机会了解传统文化之美，只是概念
化地认为传统的就是老的旧的陈腐的。出现
这种错误的认识，不能只把板子打在年轻人
身上，传统文化从业者的保守也是原因之一，
有时他们用太多时间哀叹自己的不幸，却没
有主动去争取。（据《北京日报》牛春梅）

作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权威，
“七人小组”的鉴定曾经一言九鼎。“他
们有丰富的书画鉴赏经验和古汉语知
识，又曾经过眼大量书画，多数人本身
也能书会画，因而具备后辈无法企及
的优势。”朱绍良说。

但如今，随着部分成员相继故
去，古代书画特别是宋元书画的鉴定
变得更加艰难，急需国家有关部门成
立权威的鉴定机构解决古代书画的
鉴定难题。

据朱绍良介绍，国内目前最权威
的文物鉴定机构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会，有100多名委员，但按规定其只对
国家文博单位的文物进行鉴定分类、
评估级别，不面向社会。然而，随着文
物市场的活跃，社会市场鉴定需求越
来越大，需要有面向社会的权威文物
鉴定机构出现。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也表
示，尽管《功甫帖》的真伪暂时还没有
非常明确的定论，但由《功甫帖》所引
出的中国书画鉴定问题，需要政府部
门积极面对，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书
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

（本组文图均据新华社）

好戏要唱到
戏园子外面

——凸显中国古书画鉴定之困

苏轼《功甫帖》真伪迷局再起波澜：日前，上海藏家刘益谦携所购《功
甫帖》原件现身北京，让其接受高科技“体检”。

从2013年12月底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公开质疑《功甫帖》，到2014
年1月13日纽约苏富比公司发布14页报告力证《功甫帖》属“真迹”，再到
2月18日刘益谦被迫采用现代技术对《功甫帖》“验明正身”，《功甫帖》真
伪之争扑朔迷离，这进一步凸显中国古书画鉴定困局。

18 日，在近百家媒体的聚光灯下，上
海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展示了《功甫帖》
原件，并用现代科技设备对其进行了放大
和扫描。

媒体会现场，《功甫帖》在高倍扫描仪
和50—200倍的光学放大镜下，清晰显现
诸多自然书写特征，例如回锋提笔处、笔画
交叉处显然较浓的墨色，偏锋扫过纸面时
偶然发生的不规则缺口，聚墨处边缘有自
然渗出笔画边缘的痕迹以及自然有力的连

笔游丝等。
“从书写的墨迹、纸张和印章来看，可

以断定《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海博物馆
3位研究员的‘双钩廓填说’无法成立。”黄
剑说。

“双钩廓填”是中国书画技法的一种，
利用线条钩描物象的轮廓然后填墨，非自
然书写。“双钩廓填”也是上海博物馆3位
研究员此前质疑《功甫帖》非真迹的重要依
据之一。

高倍影像否定上博“双钩廓填说”

18 日，到场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徐
邦达弟子萧平、傅熹年弟子朱绍良（徐邦达
和傅熹年均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七人小
组”成员）在内，均认为上博的“证伪”站不
住脚，但没有人敢“证实”《功甫帖》就是苏
轼真迹。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历来是世界性难
题。据朱绍良介绍，在最权威的《宋画全
集》记载的900多件书画里，超过95%也是
推论为“真迹”的。“比如《清明上河图》，谁
敢肯定就是张择端真迹？光乾隆皇帝就收
藏了4幅，但谁又敢说故宫所藏《清明上河

图》有假？”朱绍良说。
中国宋元书画存世稀少，正因如此，古

书画鉴定界一直信奉“宋元宽、明清严”的
原则，不敢轻易“证伪”宋元书画。

台湾书画研究者陈萧羽认为，针对古
书画鉴定，“存疑”是主观的，但“证伪”必须
是客观的，需要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支
撑。他认为，在更完美的《功甫帖》出现之
前，“从旧说”是最可接受的方式，在少数被
证实为“真迹”和可被证明为“伪迹”的古书
画之间存在大量的模糊空间，需要随着科
技、文明的进步在未来被验证。

中国古书画鉴定为世界性难题

真伪之争凸显
中国古书画鉴定困局

闪耀冬奥会

在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
的66名运动员之中，90后小将已
经占了大半。无论是一鸣惊人
的韩天宇，还是逆境中重生的周
洋，都让人们记住了他们的名
字。这些年轻选手，正逐渐成长
为中国冰雪项目的主力军。

在索契冬奥会上，中国队小将们
展现了出人意料的坚韧。

1991年出生的小将周洋，4年间
历尽波折，最终成功卫冕冬奥会短道
速滑女子1500米，在决赛中接连超
越两大劲敌丰塔纳及沈石溪，展现了
超强的实力和心理素质。

分别出生于1994年和1996年的
男子短道速滑选手武大靖和韩天宇，
在男子1000米半决赛中配合默契、交

替领滑，比赛中很长一段时间将俄罗
斯名将维克多·安死死卡在身后，直到
最后才被对手凭借个人能力超越。

1990年出生的自由式滑雪选手
徐梦桃，在队友李妮娜出现重大失误
时，依旧为中国队保住一枚银牌。

刚满17岁的长春姑娘李子君19
日在她的冬奥会首秀上滑出了一套
完整的短节目，以57.55分在30位参
赛选手中暂列第12位。

小将的坚韧出人意料

在索契，“少年英雄”着实并不少
见。开幕第二天，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
牌就被年仅 20 岁的美国单板滑雪选
手考森伯格夺得。在引人关注的花样
滑冰团体比赛中，俄罗斯15岁女单选
手利普尼特斯卡娅以惊艳的表现为东
道主夺得金牌立下汗马功劳……

年轻选手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抢
镜”并非全是偶然的，在新增的 12 个
小项中，有8个来自追求个性、讲究技
巧的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两个大
项。相比年龄较大的选手，个性独特的
90后对这种新鲜、刺激的玩意儿显然
更加在行。

冬奥选手愈发年轻

年轻或许意味着冲劲、个性和机
会，不过要真正从前辈手中接过大旗，
担当重任，小将们终究还需要时间的
打磨。17岁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选
手闫涵此次以第7名的中国历史最好
成绩结束了自己的首次冬奥会之旅。
赛后，他坦承自己在经验方面还有所
欠缺，“不如那些成熟选手会调整状

态”。而在中国越野滑雪队教练李晓
明看来，像越野滑雪等考验耐力的项
目，运动员通常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历
练，“一般在二十八九岁才能出成绩”。

中国队的小将们还在继续成长，
还需不断磨砺。在这个“年轻选手的
战场”上，中国军团也在努力寻找自己
的定位。 （据《人民日报》）

小将们还需不断磨砺

《《功甫帖功甫帖》》真伪迷局真伪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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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会现场展出的《功甫帖》原件

工作人员对《功甫帖》进行放大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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