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水墨看今古 陆

现任佳士得香港中国书画
部专家 。 先后于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及香港大学艺术学系修读
中国艺术 ， 获得艺术学哲学硕
士学位 ， 研究重点聚焦于二十
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及其
时代背景

文 / 杨庆康
图 / 佳士得

欣于所遇：
二十世纪中国书画的
缤纷面貌和收藏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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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在拍卖公司的工作，用“欣于所遇”来形容再恰当不
过。 遇到画，遇到人，不仅需要用心的工作，也都需要缘分。
这其中，遇到的很多客人，都是初次接触艺术品收藏的人
士，他们因为喜欢艺术，走入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但是一
进来就如同进入万花筒中，面对展览中的数百件作品不知
所措，所以我们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我该如何开始收藏？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 并不是一句两句解释就足够，也
不仅仅是光靠问答就能解决。 以二十世纪中国近现代画为
例，佳士得每季拍卖的作品有数百件，涉及的画家通常超
过百位，而这也只是市场中流通的一部分而已。 面对如此
众多的面孔和作品，我们都强调兴趣是第一位的，如果只
关注价格或升值空间， 收藏就成为了枯燥乏味的事情，和
股票似无两样。 要明确自己的兴趣，当然首先要做到一个
基本的了解，才会知道是否是自己心仪的对象。 以下，试以
不同角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流派·艺术家
虽然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数量众多，但是不管是学术

还是市场，都倾向于将他们分门别类，通常的标准即是他
们活跃的地区。

中国俗语讲，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于书画来说也是
有道理的，北方和南方的画家就有着鲜明的对比。 如以赵望
云、石鲁、何海霞为代表，聚集在西安地区的画家，他们的绘
画以山水为长， 尤其钟情表现陕北黄土高原的雄浑而古朴
的山水，形成了具有共同风貌的“长安画派”。 而生活在岭南
地区，尤其是广东沿海和香港地区的画家，在南国的绮丽风
光下，重在花鸟风景的研习和突破，并发展出“撞水撞粉”的
写生技巧，他们笔下的花鸟栩栩如生，充满了南国的轻快与
明丽，“岭南画派”在近百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除了简单的南北地理差异，不同地区的文化氛围所引
致的绘画风格也是非常明显，如生活在前清皇都北京的画
家，因为更容易接触到清宫收藏的历代书画，因此更为注
重传统的延续；而上海地区，因为最早受到商品经济的冲
击，在艺术上较早的跳出传统，形成在当时颇为前卫的海
派风格。

对于华人藏家来说，文化和地区的归属感也成为书画
收藏的指引， 如不同地区的藏家更钟情于家乡画派的作
品，或许其中的主题和风格都可以引起更多的共鸣。

主题·风格·技法
中国书画以笔墨为材，历经千年传承，在主题和技法

上形成了一定的范式，虽然来到二十世纪受到现代化的影
响，仍然是万变不离其宗。

从主题上来讲，山水人物花鸟仍是主流的分类，在此
基础上衍生出更多的组合，如现代性的建筑。 技法派生风
格，传统的绘画技法无非工笔、写意，但近代的画家在此基
础上做出了更多的发挥， 如张大千就在写意的基础上，发
展出更前卫的泼墨泼彩风格，这是一种基于传统，放眼世
界的突破。

不同藏家对不同的主题或风格情有独钟。 有人喜欢精
致富丽的作品，因此对耗时更长的工笔作品格外喜爱，张大
千盛年的工笔作品，于非闇的工笔花鸟，都成为他们收藏的
对象。 有的藏家性情豪放，更喜欢有张力的作品，因此对大
写意的奔放作品更为中意，如北方画派的雄浑山水作品。 随
着二十世纪国门打开，许多画家留学海外，归国后发展出中
西合璧的风格，而近世以来接受中西教育的人士，则更能欣
赏此类作品，他们中的代表就包括林风眠、吴冠中等画家。

中西合璧的代表
近年来，吴冠

中的作品受到不
同背景的藏家的
热烈追捧。今年适
逢吴冠中诞辰一
百周年，佳士得从
全球各地荟集到
多件吴冠中重要
作品，在秋季拍卖
中呈现一个重要
的专题拍卖，其中
最重要的两幅作
品即是北美私人
收藏的《尖沙咀》和《美利坚大峡谷》。

1990 年，吴冠中受香港土地发展公司邀请，在香港旧
区拆除改造之前，写生创作系列作品，记录下画家的香港
印象，《尖沙咀》即是其中之一。 在这件作品中，吴冠中创作
了一幅视觉上充满节奏美感的图像，也记录了一个不断变
化的城市在时代演进中充满怀旧的一刻。 画中的许多店铺
招牌亦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旧照片中闪现。

在吴的线条和墨点下，静止的城市一景拥有了跳动的
生机。 这件标志性的作品，亦成为吴冠中与香港不解之缘
的一个生动写照。

而《美利坚大峡谷》则是 1989� 年吴冠中赴美国旧金山
参加个展开幕式，期间慕名游览举世闻名之大峡谷，之后创
作出这一巨幅作品。 吴冠中熟练掌握着两种不同的行笔方
法，一种来自于中国传统中自由而有法度的线条，一种则来
自后现代艺术中的大胆明快的笔触， 在两种技巧下画家尽
情驰骋，创造出具个人艺术语言特色的巨作。 中西合璧的风
格吸引了更多当下具有中西教育背景的藏家， 甚至国外藏
家也慕名而来，因此近十年来，吴冠中都占据了艺术市场上
的重要位置，成为受到普遍关注的二十世纪中国画家。

由此可见， 二十世纪中国书画所呈现的缤纷面貌，绝
不是入门的一个屏障，而是为不同背景的藏家提供了更多
的选择。 相信在不断的认识学习后，每位藏家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心仪作品，开启属于自己的艺术收藏之路。

东汉有个著名的辞赋家叫赵
壹，字符叔，一生著赋、颂、箴、诔、
书、 论及杂文十六篇。 他有篇著名
论文曰：《非草书》， 所论内容居然
是反对草书！

草书在汉代兴起后， 很快便在
文人和士大夫当中掀起一股热潮，
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风行朝野。
崔瑗、杜度、张芝、罗辉等都是当时
杰出的草书名家， 他们形成了具广
泛影响力的一个流派。 崔瑗认为：
“草书之法， 盖又简略， 应时谕指，
用于卒迫。 兼功并用，爱日省力”。
张芝擅长草书中的章草， 他将古代

当时字字区别、 笔划分离的草法改
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从
而创出今草。 他的草书狂放恣肆、
飞动流走； 用笔方圆兼备、 穷灵尽
妙；线条曲直互生、刚柔相济；结体
奇险而不狂怪， 意势相发而不荒野
失态；分间布白上，字与字之间连绵
纵横，行与行之间飘忽呼应，上下左
右之间相互映带， 构成了一个美妙
的视觉形式。

张芝富有独创性的今草在当时
影响很大，因而被后世尊为“草书之
祖”。 然而在草书开始大行其道之
际，这个赵壹却偏偏跳出来反对。 他

反对的理由是：一、草书不古，“非圣
人之业”。 二、书法水平的高低，全在
人的天性，就像人的美丑是天生的，
岂可通过学习与他人一样。 学张芝
的草书如东施效颦、 邯郸学步，“无
益于工拙”。 三、草书只是微技，朝廷
不以此科吏。 若学草书而荒废研经
习道，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总之， 赵壹认为草书不值得提
倡， 更不值得学习！ 他站在正统的
卫道立场上企图遏止士人为主体的
学习草书热潮， 从而将他们重新拉
回研经求仕的道路上来。 当然，他
最后以失败告终。 其问题在于他完

全无视草书的艺术作用， 将书法和
圣道、政教完全对立起来。

时至今日， 草书已被坊间视为
最具艺术性的书体，正所谓：中国书
流尚皇象，今朝文士重张芝。

热闹拍卖季，
如如何何高高效效入入门门朱绪蕾

（Rayman）
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

限公司珠宝钟表部总经
理， 国家注册珠宝鉴定师
（CGC），英国皇家宝石协
会珠宝鉴定师（FGA），国
家注册地质工程师， 国家
注册名表鉴定师， 澳门青
创珠宝协会名誉顾问

受访嘉宾

文/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林
清
清

Wendy
本地珠宝藏家， 收藏以高端
翡翠及古董珠宝为主， 喜爱
每年拍卖季集中入手收藏

壹壹

金秋十月， 进入一年中的拍
卖大季，作为近两年逐渐吸引国
内藏家入场的珠宝收藏，有何新
趋势？ 为了优化资产配置，以及
年轻藏家的入场，是否有为珠宝
收藏带来新风向？

近年来尽管全球经济下行，
但仍频有天价珠宝成交的新闻
见诸报道。 例如刚刚过去的苏富
比秋拍中，一枚 10.64 克拉艳彩
紫粉红钻石戒指（下图），以 1.56
亿港元成交。 但你会看到，在今
年 5 月春拍的一场大拍中，既有
5800 万港币成交的一枚粉钻戒
指，也有 5 万港元就成交的两件
套宝格丽红宝石钻戒。

年轻一代藏家的关注点和
收藏模式，越发受到关注。 来自
佳士得香港春拍的统计数据，
新世代买家———千禧世代藏家
人数占所有拍卖买家近 20% 。
在珠宝奢侈品板块，今年以来最
大的潮流，是各大拍行都积极增
设潮玩板块，无论是拍卖时段或
预展现场，常会将潮玩与珠宝腕
表专场放在一起，增加板块的联
动效应，积极迎接新入场的年轻
藏家。

事实上，无论是拍卖界专业
人士， 还是本地珠宝藏家的心
得， 都会认为善于利用拍卖季，
是一个高效率的入门途径。 那
么，对于希望入手珠宝收藏的新
买家，在这个秋拍大季中，如何
利用拍卖行的专业门槛，高效进
入珠宝收藏领域？ 是否还有“高
性价比 ”甚至“捡漏”的机会存
在？ 有什么品类或收藏方式可供
年轻藏家特别关注？ 本报采访了
拍卖行专业人士，以及每年逛拍
卖行的本地珠宝收藏人士，探讨
如何在拍卖季高效入门。

羊城晚报：近两年珠宝收藏有
何新趋势 ？ 有更多年轻藏家或新
买家入场 ？ 年轻藏家在珠宝收藏
方面有何新动向吗？

朱绪蕾：近两年受整体大环境
的影响， 珠宝的零售市场其实没
有以前好。 但的确有一个新趋势，
年轻藏家开始关注珠宝收藏。 一
些 80 后、85 后甚至 90 后，跟着父
母一辈进入拍卖领域， 开始学习
了解， 将收藏作为家族财富管理
的一种方式。

与老一辈买家关注点有所不
同， 以前的实力藏家可能比较关注
一些高品质的稀有珠宝，如翡翠、彩
钻这些珠宝拍卖中的主流， 但现在
的年轻藏家， 他们也知道这些类别
的稀有，但不足以打动他们出手。况
且，主流的珠宝收藏，例如高品质稀
缺的钻石翡翠， 价位已经到达某个
程度。 而稍微小众一些的珠宝例如
之前比较火的帕拉依巴碧玺， 这些
需要更专业一些的珠宝知识， 经过
研习才会入手。综合来看，目前的年
轻藏家通常会更喜欢一些有设计感
的，更符合个人审美取向的，或者是
一些品牌辨识度高的珠宝。 像设计
师珠宝便是其中一类， 例如在国际
珠宝界受到认可的陈世英， 作品辨
识度很高，有固定的粉丝，也有一些
新买家会感兴趣。

Wendy： 不同年龄层肯定会
有不同的藏家喜好。 像我们创一
代， 可能还是会直接选择种色较
好的中高端翡翠入手。 但到了年
轻一代，一来比较侧重个人审美，
二来可能年龄段还没到时候去关
注所谓珠宝的“传承性”。 但我认
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社会
的财富和文化都是在累积之中传
承，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无
论是家族财富或珠宝的鉴赏、收
藏文化， 我觉得国内现在开始有
这个趋势，是一种健康的传承。 我
相信， 人的审美大方向还是差不
多的，只是细节可能会有不同。

羊城晚报：我们发现今年年轻
藏家的影响力十分明显 ， 例如不
少拍场不仅大大增设潮玩比例 ，
更会与珠宝腕表专场联动 。 你觉
得这样的板块互相联动的效果明
显吗？

朱绪蕾：板块的联动影响也很
明显。 自从今年春天以来，把潮玩
都放在奢侈品一类的里面， 就一
个专区， 这样其实很明显吸引很
多年轻藏家会感兴趣， 而且拍出
来价格也还不错。 本身关注潮玩
的年轻藏家， 也会顺便去看看珠
宝腕表。 他们会对一些精巧的机
械构件或造型艺术感兴趣。

趋
势 新老藏家兴趣不同 板块互相带动

贰贰 收
藏 如何通过拍卖行高效入门？

羊城晚报：你觉得对于收藏珠
宝 ，拍卖行与其他渠道相比 ，最大
不同是什么？

Wendy：对于收藏来说，眼界
很重要。 所以对我来说，通过拍卖
行是一个高效率的方式。 我入门
珠宝收藏， 其实是在一些大拍卖
行看字画古董时关注到的。 在大
拍卖行里， 不同档次的珠宝都有
经过专业的筛选， 让你可以集中
对比、甚至实际过手很多好东西，
打开眼界。 当许多好东西放在一
起对比， 你就很容易知道不同级
别的差别，就会少走些弯路。 而且
拍卖行每季的珠宝图录， 介绍都
很详细， 能快速学到非常多的专
业知识。 我认为也是藏家快速学
习达到高端审美的一个渠道。

朱绪蕾：拍卖行会有专业的团
队去鉴别首饰的真假， 比如说具
体到 K 金含量， 都会有专业团队
进行鉴定， 也会对古董品牌珠宝
的真实性从各方面去考证， 等于
从品质上我们先把了一层关，先
筛选了一批性价比、品相更好的。
因为珠宝的鉴别真伪有科技手
段，有国际认证的证书，还是比较
有保障的。

其次，大家总是看新闻头条都
是天价珠宝， 其实拍卖行无论从
大到小，在设计专场时，搭配不同
层次的珠宝拍品， 会有一些入门
级、或者性价比较高的珠宝，供新
买家选择。 所以，在排除多人竞拍

偶然性的情况下， 成交价格还是
比较能反映市场状况的。 新入场
的藏家， 可以先从这些公开信息
上，迅速了解市场。

羊城晚报：有没有哪些品类你
会更倾向于通过拍卖行去收藏？

Wendy：我个人认为，像古董
珠宝，因为品牌很多，又有时间价
值，比如卡地亚、梵克雅宝、Harry�
Winston 等等， 因为不是当季新
货， 你在珠宝行没办法一下子看
到那么多， 就算看到你自己也很
难分辨来源真伪， 所以借助拍卖
行的专业知识和人脉资源， 取长
补短，就显得更高效率。 每个拍卖
季，我不仅会看几家大行，同一时
间段， 还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中小
行专场，也许可以找到惊喜。 我曾
经在等香港苏富比大拍的闲暇时
间， 到四季酒店的另一个拍场拍
到一套宝诗龙的钻石项链耳环 。
那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日本
后回流的古董珠宝， 古典的设计
与宝诗龙现代作品的设计很不一
样。 虽然是巴洛克风格但并不夸
张，我觉得作为平时佩戴，可以新
旧碰撞出前卫的效果。 那场刚好
是小拍，所以追了几口，还是能以
比较满意的价格买下。

所以，你也要理性分配你的收
藏体系：有的作为资产配置，保值
升值，有的希望更多平日能佩戴，
有更多呈现自己审美的效果。

叁叁 入
场 还有机会捡漏吗？

羊城晚报：现在入门珠宝收藏 ，
如何找到高性价比的珠宝甚至捡
漏吗？

朱绪蕾：一些藏家释出的珠宝，
可能是藏家闲置， 或要更新收藏体
系， 可能他会干脆以比较低的价格
把它流转出来。 你如果不介意别人
使用过， 这确实是一个性价比较高
的入门选择。 不过，这种情况在珠宝
首饰上，应该没有腕表那么明显，因
为它毕竟还是有材质本身的价值，
以及贵金属的镶嵌工艺等等， 品牌
附加值没有腕表这么的明显。

Wendy：我觉得珠宝收藏与字
画古董不太一样， 像字画或古董，
许多男性藏家志在必得，目的性很
强， 所以竞拍中的偶然性就很大。
珠宝目前很多是女性藏家，收藏的
战略性相对而言没那么强。 毕竟与
审美相关，除了那些少人企及的珍
罕珠宝，从审美的角度看，有许多
是有一定替代性的，所以可以理性
设定价格范畴。 在珠宝收藏模式成
熟的欧洲， 有家族传承的习惯，他
们可能会将一个皇冠改为项链耳
环， 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佩戴方
式，继续传承下去。

我认为捡漏的机会还是有，尤
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珠宝更有空
间。 但更多的是藏家间的传承，而
不是从行家手里买过来。

羊城晚报：现在各大拍卖行都
纷纷开设珠宝的网拍专场 ，你如何
看待？ 有什么要注意之处？

朱绪蕾： 相对于其他品类，珠
宝网拍还是比较容易入手的。 这与
珠宝本身的特点有关。

首先在真伪问题上， 不用有太
多的疑虑。 因为现在的科学手段可
以鉴定真假，如果说鉴定证书跟珠
宝能吻合，然后他的描述够详细的
话，我觉得仅仅是差了上手看实物
这一环。 当然珠宝从图片、视频上
观测，与实物上手还是会有很大差
距。 但现在线上拍卖也有保障机
制，等你拿到实物后，有一段时间
决定要不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说 ， 网拍方便了年轻藏
家， 快速了解市场和增加入手机
会，再加上现在有的拍卖场会做一
些无底价拍卖，那么对于感兴趣的
新买家来说，可能比较刺激，门槛
也比较低，就更容易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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