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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1782 年，乾隆皇帝在对广州
官员的一则行文中， 出现了如下
的字眼“找寻上好洋珐琅套带钟
自打时刻表“。 自此，珐琅表在随
后的宫廷采买中， 成为最重要的
类别之一， 这与帝王的需求当然
密不可分， 而针对中国市场专门
制作的珐琅图案表则成为当时的
一大亮点， 不仅满足了中国人的
品味偏好， 而且促进了瑞士表的
技艺发展， 成为中国人对瑞士表
所做的第一次巨大贡献。

有了不怕花钱的大主顾，自然
对作品能够做到精益求精，日内瓦
的珐琅师将人物、花卉以及风景等
微绘工艺发挥到极致，而且此类珐

琅图案在 19 世纪初期都是以镜像
的方式呈现，因为销售到中国市场
的这些表款都是成双成对的，一买
就是俩，多么豪放啊！ 其实这是当
时的文化，中国人将怀表当做把玩
器物，自然和其他物件如鼻烟壶等
一样，都是一对一对购买的。 所以
珐琅图案的对照显得更有生趣，这
样一来专属中国的珐琅表成为了
一道风景线，哪个大博物馆或大收
藏家没有此类的藏品呢？

从 1800 年开始， 精美的日内
瓦珐琅表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
市场，早期都是 K 金表壳，大概从
1850 年开始， 更多的银质表壳珐
琅表进入中国， 此时的珐琅图案

的精美程度随着绘画人才的凋
零，以及表款售价的回落，变得没
有初期那样的精彩绝伦。 即便如
此它仍然不是普通民众的消费
品，只是达官贵人的收藏品。不过，
具备中国人物肖像和风景的珐琅
图案却变得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
呢？ 由于对外通商口岸的不断增
多，西洋人对中国人的了解越来越
多， 相关的图书或绘画传到海外，
尤其是摄影技术的诞生，也让中国
的影像可以成为珐琅师的参考。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对西洋贸
易进行一口通商，许多中国风的珐
琅图案都是源自当地的风貌，如果
要选取相关的图案怎么办？ 此时通

草画就派上用场了，此类画作当时
在广州绘画并专门销往海外，主要
是作为一种纪念品，或者说是西方
人从中国购买的除了丝绸、 茶叶、
瓷器以外的大宗货品，这些绘画穿
洋过海达到西方，也不免到达了珐
琅师的手中，当时已有在广州从事
钟表贸易的瑞士商人， 比如 1818
年来到广州的爱德华·播威， 就是
后来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播威品
牌的创始人之一。

通草画中的广州风貌成为珐
琅表的图案，就从播威珐琅表中找
到了实例，今年在日内瓦钟表大奖
赛预展的最后一站———日内瓦艺
术与历史博物馆中，展出了一只具

有中国帆
船图案的
珐琅怀表，
定睛细看
就与通草
画面如出
一辙。无独
有偶，在日
内瓦秋拍
苏富比的
钟表专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图案，
显然后者的制造年代较晚，但是这
种图案的范例却可以说一直被沿
用，表款署名 L.Vrard 就是大名鼎
鼎的亨达利表行，有关它的故事我
们下回再说。

谭伟彬 从 事 工 艺 美 术 44
年 ，广东工艺美术珍品馆原馆长 ，
曾任国家轻工业部百花奖评委 、
广东工艺美术史料主笔 、 第二届
广 东 省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评 审 策 划
人 、广州市非遗专家评委 、中国工
艺美术金凤凰奖评委等。

羊城晚报：你认为 ，何为判别
紫砂的艺术品与手工艺品的区别？
作为手工艺品的紫砂，其艺术价值
或收藏价值，是否也值得关注？

谭伟彬： 判别一件紫砂是艺
术品还是手工艺品， 我认为作为
艺术品的紫砂， 应该有创意的造
型，别开生面的品相，内涵独特，
数量稀有。 而作为手工艺品的紫
砂，造型常见，复制性强，以使用
功能为主。

有些作为手工艺品的紫砂是
有收藏价值的。 它主要表现在造
型风格、 使用设计， 和原矿泥质
上。 如果是旧壶， 则看其历史年
代，古旧名匠遗留的痕迹，以及材
质的稀缺。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一
把紫砂壶， 除了它自身的造型特
点外， 我觉得还要跟这把壶表现
的文化内容内涵气质相关。 如果
工艺与艺术两者都能融合统一，
那我觉得这把紫砂壶就是有收藏
价值的。

羊城晚报： 理性的紫砂收藏
入门，可否先从手工艺品开始？ 有
哪些要点值得留意？ 例如壶型、泥
质等。

谭伟彬：紫砂的收藏入门，当
然是从手工艺品入手为佳。 因为
手工艺品造型简单，价格便宜，比
如一把手工紫砂壶， 具备了使用
的基本要素， 它是艺术品紫砂的
初级阶段。 没有最初级的手工艺
壶， 就没有后来上升到欣赏收藏
的艺术品紫砂。

就我对紫砂壶收藏的价值观
而言，我会倾向两类。 一类是如果
是素壶， 我会更多关注泥的 A 级
货，即原生态矿泥，不喜欢注入添
加剂。 某些化工添加剂使紫砂壶
变得鲜艳贼亮， 因此购买紫砂壶
时除看星光与熔点外， 还应闻闻
壶内的气味。 如是“优化壶”会有
刺鼻气味。

另一类是艺术壶， 我喜欢古
朴端庄的造型与文化内涵表达的
统一。 这类紫砂实用功能虽然存
在但已经忽略使用的需要， 更多
地关注紫砂呈现的文艺价值，比
如在壶上通过浅雕附加一些历史
典故、传统纹饰等。

羊城晚报： 如今市面紫砂繁
多 ， 如何辨别真伪 ？ 有何基本要
点？ 传说中的看星光、听声音等是
否有用？

谭伟彬： 辨别紫砂壶的真伪
通过观察壶面的星光与铁熔点的
方法是可行的。 紫砂原矿含有大
量的云母与铁质， 烧成后有闪光
及黑点。 紫砂本身含有多种矿物，
在放大镜观察下能看到不同砂
色，是原矿的特性。

羊城晚报：目前坊间有无一些
伪劣作假或仿古手法，需要提防？

谭伟彬： 据一些紫砂行业内
人士跟我介绍，现在很多紫砂壶，
制作时都掺入了一些添加剂。 有
些添加剂是比较健康的， 但有一
些是有害的。 加入添加剂，主要是
使泥不需要陈放太长时间就能够
做成壶，另外，也会令壶更光亮、
鲜艳。 所以如果碰到很艳丽的紫
砂壶，就要小心购买了。

羊城晚报： 对于紫砂收藏入
门，从工艺上看有何基本要求？

谭伟彬： 一般民间选紫砂的
基本要素， 从我接触的紫砂客人
来看，第一是看造型，是否吸引。
第二是看壶的质量做工， 例如壶
嘴、壶把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壶盖
与壶口是否紧密； 壶出水是否流
畅等等基本检验方法。

我也发现最近市场有个趋势，
人们对这个壶泥的质量更加重视，
趋向选择原矿泥。因为这对使用中
的安全健康与环保相关。关于原矿
泥，一般人也不会直接去宜兴直接
看制作过程，所以通过看紫砂的表
面， 有没有星光和矿点来简单判
别，我觉得还是有所帮助的。

新闻直击

从工艺看
紫砂收藏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受访嘉宾

晋溪表谈

珐琅表
广州风

文房紫砂为何能淡市坚挺？
意趣盎然 价值几何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收藏大市平淡之下，小波
澜不断激发人们的兴趣点。

日前，一批贝聿铭旧藏文
房紫砂， 纷纷以高出估价 10
倍或 20 倍的高姿态成交，一
时赢尽话题热度。

明清文房紫砂，为何价格
仍能坚挺，淡市拍出行情？ 审
美鉴别的收藏门槛到底有多
高？ 俗称“花货”的仿生器，能
品与神品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业界流传着诸多典故的“上海
民国仿古”， 应如何辨别与认
识？

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了相关业内人士，从业界到收
藏家， 从学术鉴赏与工艺角
度， 剖析文房紫砂的价值所
在。

意趣盎然的文房紫砂仿生器 ，价值几何 ？ 市场
给出热烈反映。

在 11 月底的佳士得香港秋拍中 ， 一批贝聿铭
旧藏文房紫砂上拍，引来热烈关注。 现场竞拍热烈，
不仅全数拍出，而且是以数十倍远超估价成交。

最佳例子如一件清康熙陈鸣远制笸箩形杯 ，贝
氏受赠于中国古建筑专家陈从周，估价 20 万港元，
结果以 23 倍的 460 万港元落槌， 连佣金 564 万港
元成交； 而一套两件板栗及栗子杯 ， 估价 20 万港
元，最终连佣金 444 万港元成交。 其他贝氏收藏的
文房紫砂，包括笋式水盂、莲瓣式水洗、木兰式杯等，
也以远超估价成交。

“这批贝聿铭夫妇收藏系列中的宜兴紫砂珍品，原

是放置在贝聿铭卧室中的，可见是贝氏夫妇私人珍藏和
使用的物品， 其中一个紫砂壶内还留有仍未清理的茶
叶。 ”佳士得拍卖亚太区副主席及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
部主管曾志芬女士，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
示，“此次拍卖的宜兴紫砂珍品，是早期紫砂向后期紫砂
转变发展的重要节点。它改变了人们对这种鲜为人知的
陶瓷制造领域的思维，并将其推向了国际舞台。 ”

事实上 ， 在近年来较为平淡的收藏市场上 ，紫
砂专场仍然表现不俗。 就以今年 11 月佳士得与中
国嘉德秋拍，两场紫砂专场都百分百成交 ，获得 “白
手套”。陈鸣远、陈砺成制壶，都是过百万元成绩。文
人意趣 ，在紫砂收藏这个门类上 ，不仅在审美上得
以充分展现，也得到了收藏市场认可。

贝聿铭旧藏紫砂 数十倍估价拍出

文房意趣 从审美看收藏高度

刘创新 紫砂藏家。 中国美术学
院博士（在读）。

自幼酷爱书法篆刻，致力于书画
文玩鉴赏研究。 现为西泠印社社员，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理事，浙江省篆刻
创作委员会名誉委员， 中国嘉德、上
海匡时等多家拍卖机构紫砂顾问。 出
版著作有 《临淄新出汉封泥集》、《以
适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等

独家访谈

收藏入门

羊城晚报：从贝聿铭的紫砂
收藏中 ，可否看出他的收藏体系
与特点？ 这批紫砂多为陈鸣远制
仿生器雅玩 ，趣味盎然 ，是否体
现出文人雅玩的收藏风范？

刘创新：紫砂分为光素器、筋
纹器和仿生器。 因为泥料的可塑
性比较高， 所以在中国陶瓷的窑
口里， 紫砂在仿生器上的成就比
较显著。 在紫砂收藏体系里，仿
生器也算是艺术和财力门槛较高
一筹的门类。 因为它面向的对
象， 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
甚至进贡宫廷， 而不是民间实用
器。 可见在清代的文人品位里，
紫砂仿生器也是得到重视的。

仿生器本来就比较稀缺，近
代的紫砂大收藏家， 如龚心钊、
李初梨、陈克立，和再早一点的
虚斋庞元济，他们集中收藏了一
批紫砂仿生器，现在一部分已经
进入国家馆藏，所以市场上可流
通的数量不是太多。 这几年紫砂
收藏热潮下，艺术品市场陆续出
现过一些高质量的仿生器，也很
快被一些大藏家吸收了。 当然，
陈鸣远是一位高产的艺术家，这
也是为什么今天在市面上还会
偶尔出现一些他的真品。

一个人的学识与品味决定
了他的收藏高度。 以贝聿铭的才
学、眼界以及家学、审美，紫砂仿
生器会吸引到他很正常。 从他收
藏的数量来看，形成了一定的体
系，说明他对这一品类是特别感
兴趣的。 美国学者谢瑞华女士在
1977 年出版过一本书， 书中标
注是贝氏收藏， 说明贝聿铭在
1977 年以前已经入藏。

羊城晚报：最近的紫砂专场
在较平淡的大市中表现突出 ，原
因为何？

刘创新：陈鸣远被誉为“清
代紫砂第一人”，并非浪得虚名。
他曾进贡宫廷，在世时就被县志
所记载， 他在紫砂各方面的成
就，让他的作品成为紫砂收藏者
的终极目标之一。 当然因为陈鸣
远文房器的存世量稍微大一点，

据我统计至少有几十件，但有一
部分已归入馆藏。 所以市场上只
要是可靠的陈鸣远制，有来源著
录流传有序的，他的紫砂壶过往
成交成绩在七八百万到两三千
万元范畴，文房器一般也是两三
百万左右的行情。 当然具体会根
据作品的精彩度、传承条件和作
品的文化意义等而有所不同。

羊城晚报：你觉得目前的紫
砂收藏市场中 ， 有何突出的趋
势 、亮点值得关注 ？ 文房紫砂的
市场热度如何？

刘创新：这两年艺术品市场
受大环境的影响，呈现两极分化

的状态。 精品会受到更多人追
逐。 因为一来大家眼界已经上去
了，普通东西看不上，加上大家
认为现在市场平淡，有机会买到
好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精品还是
拍出很不错的行情，而中低档则
能稍显冷清甚至惨淡。

不过，文房器本身也是紫砂比
较具有优势的一个品种，因为买家
不仅限于紫砂藏家。紫砂收藏中有
几类，是紫砂行外的人也会感兴趣
的：一类是文房类，文玩类藏家会
感兴趣；另一个是宫廷类，也会得
到一些玩官窑的人的关注。

羊城晚报：如何判别紫砂作
为艺术品与手工艺品的区别？

刘创新：以我的理解，一位
创作者的作品，在他所处的时代
达到精神文明的一个高度，是为
艺术品。 我曾总结过收藏理念的
三个代表：代表一个时代最先进
的生产工艺；代表一个时代的精
神文明；代表一个时代最高的审
美标准。 这也是我认为定义艺术
品和工艺品的区别。

紫砂还有一个更有利的条
件， 它从创始之初就有作者落
款， 落款的艺术家群体规模还挺
庞大， 跟书画门类非常相近，这
样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辨识它的艺
术家属性。 有不少的紫砂作者，
虽然本身是个工匠， 但是他的圈

子是跟文人士大夫阶层一起交流
合作的， 比如以陈鸣远为例，他
自己曾考取功名， 也是属于传统
文人中的一员； 与他合作的曹廉
让也是个举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
看， 这一类紫砂名家的作品，是
可以被视为艺术品的。

羊城晚报：作为 “清代紫砂
第一人 ”的陈鸣远 ，您觉得最突
出的艺术价值是什么？ 他的各类
仿生茶具趣味盎然 ，又开创了壶
体镌刻诗铭之风 ，是否丰富了紫
砂的文化内涵 ，扩展了茶具雅玩
的品种？

刘创新：首先，陈鸣远在紫砂
的发展史上， 公认达到了一个很
高的成就。 当我们讨论一位艺术
家，如果他技术不过硬，那么空谈

他的艺术内涵是没意义的。 陈鸣
远不仅是作品打动人， 在陶艺上
的成就也是很全面的。 不管是筋
纹、光素器还是仿生器，三类作品
都能做，而且都达到一定高度，即
使后来的“民国七大艺人”，如今
很受推崇的顾景舟、朱可心、裴石
民，都没有这样全面的成就。

其次， 陈鸣远对作品的设
计， 所考虑的不仅是外形美感，
他还考虑使用时的手感，把玩时
人壶交流互动的乐趣。 这种对把
玩趣味的细腻思考，能很好地在
作品中实现，我觉得是陈鸣远最
突出的成就。

羊城晚报： 对于紫砂收藏 ，
你如何确立自己的收藏体系？ 有
何特别的收藏故事？

刘创新：对于建立紫砂收藏体
系，每个人的考虑不一样。 我的紫
砂收藏理念， 是从紫砂发展史角
度，考虑这件作品在历史上的重要

性、艺术价值和地位。 所幸在我最
痴迷的时候，上手过大量的紫砂传
器，包括为内地和港台的一些大收
藏家，以及在不止一家拍卖机构做
顾问，有一个很大的过手量。 所以
我特别向往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希
望将来我的紫砂收藏形成更完善
体系时，可以呈现紫砂发展各个时
期的代表性面貌。

陈鸣远的仿生器作品我有 5
件 ，2016 年 曾 举 办 《鸣 而 远
兮———陈鸣远陶艺研究》 展览，
一把壶、四件文房，都是仿生器。
这其中， 南瓜壶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香港著名收藏家罗桂祥先
生的旧藏。 这把壶也让我开拓了
眼界，对于理解、鉴别陈鸣远作
品，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文人雅藏之市场现状壹

文房趣玩的艺术价值贰

羊城晚报：紫砂收藏 ，从古
到今喜爱者众 ，紫砂的鉴别有何
突出的难点要点？

刘创新： 在上世纪 80、90
年代， 当时市场上是很少见到
陈鸣远真品， 而“上海民国仿
古”的影响力又很大。 当时台湾
曾有个大藏家收藏了一把陈鸣
远壶，各地藏家都飞过去拜访。
结果今天再回看这把壶， 其实
是民国仿的。 1997 年香港中文
大学曾举办过陈鸣远陶艺展，
开幕时邀请了工艺美术大师蒋
蓉， 认出了其中几件是她伯父

蒋燕亭的作品。 所以此后大家
对陈鸣远款的作品都没什么把
握。 即便是顾景舟，也承认曾仿
过陈鸣远。

但是现在，要鉴定明清文房
紫砂，书法铭文和印款是紫砂鉴
定非常重要的要点。 所以即便是
鉴定难度高的陈鸣远作品，现在
也是“可鉴定”的。 现在仿造水
平， 印款已经可以做得非常像
了， 但是刻字仿得完美还是很
难。 陈鸣远壶上有曹廉让手书刻
字，书法风格可以比对。 陈鸣远
著名的四把南瓜壶中，南京博物
院收藏了一把“东陵瓜壶”。中国
台湾的紫砂学者黄建亮先生，就
是以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
先生的书法字迹比对鉴定法，来
比对鉴定的。

另外，现有的文献证据在不
断丰富中， 有陈鸣远年谱可考。
康熙时的诗人金张，他的《介老
编年诗抄》中，有二十几首诗文，
记录了陈鸣远的生活、创作情况
和文人往来，可以互相印证。

羊城晚报：陈鸣远制壶因受
欢迎仿制者多 ，你认为仿制的水
平如何 ？ 据说早在雍正年间 ，市
面已经有仿冒陈鸣远的紫砂 ，而
你也曾提醒过如何辨识 “民初上
海仿古”，可否给出一些提示？

刘创新： 在中国艺术的学

习过程中， 仿古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过程。 我们今天学书法学
水墨画，都要临碑、临帖。 您提
到的一个问题， 雍正乾隆时有
没有陈鸣远仿品？ 我认为是没
有的。 因为目前还没有过硬的
证据证明。

曾有一件收藏在国内某博
物馆的一把陈鸣远款包袱壶，我
们有鉴赏老紫砂能力的人，都知
道是乾隆时期的旧壶，但是它上
面有陈鸣远款。 很多人就以此为
证，说乾隆时期有仿陈鸣远。 但
你要再细看，那个款是近几十年
的窑后刻，所以不能说乾隆时就
有仿陈鸣远。

还有一种是寄托款，风格上
跟真品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被
认为是仿品。 寄托款和后添款，
都不属于仿品。 所以目前看来，
雍正乾隆时候没有出现仿陈鸣
远。 根据目前的研究，第一个仿
陈鸣远的人应该是陈光明，所谓
“仿鸣远壶好手,明有陈光明,暗
有江案卿”。他落了陈鸣远款，但
是仿的水平包括泥料、工艺都相
差很远。

值得注意的“民国仿古”，是
源于当时的大藏家谭敬。 他不仅
吸收了庞元济 《虚斋名画录》、
《虚斋名陶录》中大部分藏品，还
组织一批人仿制古画和紫砂。 谭
敬当时也找了一些高手，比如顾
景舟、裴石民、蒋燕亭这些名家，
是有自己艺术面貌的。

由此可见，一来说明陈鸣远

在清代时，艺术水平就已经非常
高，所以会有大批量的仿制。 其
次是，“上海民国仿古”的仿制水
平也蛮高，只是它达不到真迹的
水平。 通过鉴定，你能区别真品
与仿古之间的差异之处。 今天看
民国仿古， 我没有完全否定他
们。 但你知道，古代谈艺术品的
最高要求，“谢赫六法”第一条就
是：气韵生动。如果画得好，叫能
品，格调气韵高的叫神品。 古人
以气韵为先，过于注重技巧就次
之了。

羊城晚报： 很多人讲究养
壶 ，古董紫砂能否日常使用 ？ 有
何注意？

刘创新：使用当然是有损害
的风险的。 如果说能小心使用，
没有造成损坏，也无妨。 我自己
也用乾隆时期的老壶泡茶，当然
陈鸣远的壶我也泡过，别人问我
会不会比较香，我说不会！ 只是
心理上会很幸福。 第一流的壶与
第二流的壶泡茶有区别吗？ 没区
别；第一流与第九流的壶泡茶有
区别吗？ 有区别。 但我们不用第
九流的壶泡茶。

一位老行家跟我说的一句
话，我很认同：我们收藏艺术品，
应该还原它本来面目。 哪怕今天
有包浆可能比较美，但这不是它
本来的面目。

我非常欣赏这一种养护方
法，他每次养完壶都是干干净净
的，只有光泽，没有茶垢。 我觉得
这种方法会比较科学一点。

鉴赏热点与收藏要点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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