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海龙《希望工程———大眼睛》1991
年摄 银盐纸基 20×24英寸 限量30张
2006年华辰秋拍 起拍价24万~30万元
成交价30.8万元

在传统书画、瓷器拍卖进入亿元时代的时候，一个原先不太受人关注的收藏门类——
影像行情日渐红火，有的甚至拍价不菲，值得您去关注。

□ 吴伟忠

影像艺术从诞生至今虽不到200年，但

它是对历史瞬间的真实定格，是人类无可替

代的记录和传播载体。对于那些已经错失

瓷器、翡翠、书画等强势板块收藏良机的人

们，赝品极少、价格亲民，并且有着独特审美

价值和良好市场前景的影像艺术品将是一

个很好的选择。

其实早在 1971 年，国际拍卖业巨头苏

富比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首场影像专场拍卖

会，确认了影像作品的投资价值，随之各地

拍卖行也纷纷跟进。1984年是影像艺术市

场的里程碑，美国的保罗·盖蒂博物馆以

2200万美元大手笔购入1.8万张影像作品，

作为博物馆永久的馆藏珍品。海外影像市

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培育和发展，现在已非

常规范和成熟。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

影像艺术品价格连年攀升，如美国摄影家安

塞尔·亚当斯的作品由三四十年前的 1000

多美元升到目前的七八万美元。从1990年

到 2014 年，影像艺术品的整体价格升幅与

油画、雕塑、当代艺术品等一起进入排行榜

前十位，同时也超过了全球艺术品综合价格

指数。

我国影像艺术品的收藏目前虽处于初

级阶段，但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影像作品

在 2006 年拍卖市场中曾异军突起，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2006年11月23日，在北

京华辰秋拍会上，由解海龙 1991 年拍摄曾

给亿万中国人带来心灵碰撞的中国“希望工

程”标志性影像作品《大眼睛》，以30.8万元

的拍卖价成交，翁乃强1966年拍摄的《回放

之一》以 22.5 万元成交，充分显示了纪实影

像的升值潜力，同时也给整个艺术品市场注

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2014年5月17日，在

北京华辰春季拍卖会上，中外摄影史上的名

家名作成为影像收藏市场中认知度最高、价

格屡创新高的板块，成交率高达 90.9%，拍

卖价最高的三组影像拍品分别是：大公报

1949~1953年中的上海影像集以103.5万元

成交、赫达·默里逊的北京风景影集以72.45

万元成交；吴印咸的新中国风光摄影集以

69万元成交。

由此可见，名家名作影像作品是拍卖市

场升值较快的板块，值得关注。

（文章观点仅供参考）

齐白石：学历不高学养高
有一条微信转载很广，内容是说许多人

学历不高也成了大画家，并以齐白石为例，

他读不到一年的私塾后，就砍柴牧牛，15岁

开始学雕花木匠，却成为一代大家、世界文

化名人。

持这种观点，只对齐白石了解一二。齐

白石对绘画的喜爱是天生的，小时候他就用

柴棍在地上画画，看到跳跃的虫子总是细心

观察腾跃的姿势，8 岁时，他跟随外公入蒙

学，外公除教他《三字经》《百家姓》外，还教

他学《千家诗》，每一首诗都能背得滚瓜烂

熟。15 岁时，他开始学雕花木匠，白天干

活，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学画。27岁时，他

拜湘潭名士胡沁园、陈可藩为师，正式学诗

学画。“灯盏无油害何事，自烧松火读唐诗”，

他读懂《唐诗三百首》后，又熟读《聊斋志

异》、《汉书》、《史记》等书，还熟读了唐宋八

大家的古文。

湘潭县有个五龙山。1894 年，齐白石、

王训、罗斌、罗义、陈茯根、谭子诠、胡立三七

位文人雅士成立龙山诗社，齐白石是诗社的

社长。

他有一首表现亲情的诗：“星塘一带杏

花风，黄犊出栏西复东。身上铃声慈母意，

为今已作听铃翁。”仿佛让我们看到一位白

发苍苍的老人在夕阳西下时，渴望在听到

铃声中孙子放牛归来。齐白石也评过自己

的诗书画印：“我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

画第四。”

在花鸟画中，齐白石独具匠心地将工笔

草虫与大写意花鸟相结合，在中国画发展史

上首创了粗中有细,雅俗共赏的花鸟画独特

风格。他的工笔，体现了他的细腻技法；他

的写意，见证了他的学养与创新。

中国画的魅力在于以笔墨表达心性。

齐白石很推崇写意，他对徐渭(号青藤)、朱

耷(号雪个)和吴昌硕(别号缶庐)三人极其崇

仰，曾经作诗一首：“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

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

轮来。”齐白石用笔上以正、草、篆、隶各类书

体随意挥洒，以朴素的写生题材为主，平淡

天真而雅俗共赏。

齐白石写诗不刻意韵律，不为功利，

与他的绘画一样师法自然，书写灵性，陶

冶性情。

学养不完全等同于学历。虽然与黄宾

虹等相比，齐白石的学养稍逊，但他绘画成

就之所以高，与他下过苦功夫研读诗文有

关。时下许多文化底蕴不深的书画家，作品

满是火气与躁气，还陶醉地认为自己作品最

好，实乃学养不够，眼力不济。

艺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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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辨别
真伪民国瓷
□魏咏柏

由于民国瓷具备较高

品质，其艺术表现力也不逊

色于前朝，所以越来越受到

收藏者的青睐。但随之而

来的是，新仿赝品开始层出

不穷，我们如何鉴别民国瓷

的真伪呢？

一是看器型。民国瓷真

品的器型传承有序，都是按

各朝已有的器型仿制。而赝

品器型常常是随心臆造。

二是看胎釉。由于民

国瓷制瓷已属于现代，所以

它的胎釉表现出现代瓷的

风格：一般胎质洗白而轻，

不甚坚致；釉面洁白润滑；

绘画细腻，色彩清淡，画意

奇幻，给人以玲珑轻巧、工

致精丽的美感。

三是看看纹饰。民国

瓷绘画纹饰有山水、人物、

七夕图、渔樵耕读、婴戏、牡

丹、海棠、月季、萱草、兰花、

灵芝、梅竹以及美人等。民

国瓷真品的纹饰都带有自

然舒展的神韵，赝品纹饰生

涩之中显出貌合神离。

四是看描金工艺。描金

工艺是民国瓷的一大特色，

主要在器口、壶嘴、瓶的双

耳、底款等实施描金。民国

瓷真品描金的金色都纯正，

赝品描金不纯正还很粗糙。

五是看款识。民国瓷

的堂名款与人名款都很规

整而清晰，款识是从右向左

排起，款识自然流畅。赝品

仿款十分拘谨不自然，方章

仿款松散无力不清晰。

张良勋书法
空间落成

星报讯（杨涛） 9 月 28

日上午，“张良勋书法空间”

在合肥市政务区颐园世家

溢清堂揭牌。

“溢清堂”在蜀山区政

府、街道的支持下，开设以

陈 列 传 统 书 画 为 主 的 展

馆。“溢清堂”内开设“张良

勋书法空间”，将努力打造

成合肥市蜀山区一个有品

位的文化艺术场所，积极开

展与市、省及全国各书画艺

术馆互动，吸引省内外的书

画艺术家来此交流。

星报讯（周良） 为积极落实第二届安徽

省文化惠民消费季的文化惠民精神，推动书

画艺术品走进千家万户，星报艺术中心、安

徽人岛艺术中心特联合主办“文化国庆”书

画惠民展销会，10月1日至7日在合肥宁国

路与太湖路交口的星光天地8楼举办，这期

间每天上午9点开馆。

近千幅作品，不同题材，不同风格，满足

不同层次的书画需求，展销作品一律保真，

尤其是价格紧接地气，为书画家市场价的 2

至4折。省美协会员一般每幅600~800元，

最低价格200元一幅，内容多为体现中国传

统文化的题材，吉祥、喜庆，充满生机，寓意

丰富。现场还可以欣赏到郭公达、吴雪、林

存安等名家精品力作。

本次展销会，不仅有史培刚、丁力、廖

新、王成功、刘云鹤、陈廷友、黄书权、焦亚

新等实力派中青年书画家参加，企业界书

画家纪鸿、马宜斌、耿磊、吴建腾也精心创

作，活动组委会还组织到名家作品，陶天

月、王家琰、周彬、耿立军、方茂鸿、班苓、

张国琳、王道良、龚艺岚等人精品佳作供

大家挑选。本次活动作品标价过高主办

方不予展销，对于市民叫好的书画家颁发

“最受市场欢迎书画家证书”，并在《市场

星报》、星空艺术网上予以公布。活动期

间，应读者要求，特邀请周友林、黄书权、

任少华、李修建、郑石桥、李家兴、杨兴玲、

杨淼、樊建文、费庆瑞、卫道志等书画名家

现场挥毫泼墨。

助力惠民展销 书画名家将现场挥毫
资讯快递

更多艺术资讯，请登录星空艺术网（www.xyishu.com）

艺术动态

□周玉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