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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文化学者及鉴
藏者，时计堂创办人。 北
京 收 藏 家 协 会 理 事 、澳
门 钟 表 协 会 副 会 长 ，日
内瓦高级钟表大奖赛中
国评委。 著有《钟表收藏
知识 30 讲 》、 《中国与钟
表 》、《名表名鉴 》、《播威
与中国》等。

晋溪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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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羊城晚报记者： 最近手鞠在广
州公开展览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在
国内，人们对手鞠的认知程度如何？

黄秀娟：虽然手鞠已在国内
发展了几年， 近 3 年也有不少的
展示活动， 但还是有许多人不知
道手鞠为何物。 在一个球体的有
限空间上， 竟能有着千变万化的
图案出现， 着实吸引了不少人欣
赏学习， 甚至深陷其中。 在我们
不断的推广下， 不少人开始了解
手鞠，爱上手鞠，收藏手鞠。

彭洁华：在国内，从三四年前
只能从互联网上了解手鞠、自学手
鞠到现在已有专业团体教授手鞠，
每年都有不同的手鞠展览及活动
在国内举行，人们对手鞠在文化认
知上有了很大提升，也懂得欣赏和
品鉴手鞠上精湛的绣工技艺，对手
鞠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近一
年来，我策展了两场关于手鞠的精
品展，艺术家们赋予了作品更丰富
的内容及生命力，令作品得到不少
收藏爱好者的青睐，学习手鞠的人
也在不断地增加。

羊城晚报记者： 手鞠设计和
制作的难度在哪里？ 它的美感主
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秀娟： 难度在于基本技法
的灵活应用， 基本技法的知识及
经验不足会限制了制作者的创作
发展空间。 手鞠不是平面的，是
个圆球体， 将球体转动是永远看

不到边际的， 图案需要融合在球
体上， 不管球体如何转动都能见
到美丽完整的图案。

彭洁华：手鞠记载着手鞠艺人
们对几何图案的精密计算以及对
视觉感官的艺术创新，也是对几何
美学的探索。其实手鞠的基础技法
学习并不难，难点在于如何熟练地
运用和融合不同基础技法去呈现
丰富的艺术效果， 不同技法的穿
插、交错，不同颜色的搭配，都会让
手鞠呈现千变万化的效果与惊喜，
这也是手鞠的魅力所在。

羊城晚报记者： 手鞠经历了
从玩具发展为艺术品的过程 ，它
的艺术价值或文化价值主要体现
在哪里？

黄秀娟：随着时代的进步，橡
胶球的普及， 令纯手工制作的手
鞠渐渐由实用性的玩具演变成富
艺术性的观赏品。 制作者花费长
时间去绣制一个手鞠， 饱含了情
感与用心， 运用不同技法， 使每
个手鞠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
品。 手鞠历经千年发展， 唯一不
变的是制作者对作品的用心，把
自己的情感融入作品中， 令手鞠
更具有灵性，更有意义。

彭洁华：手鞠艺术品与传统的
手鞠最大的区别，在于手鞠艺术品
更着重技法的精湛及作品希望传
达的意义，手鞠艺术家会运用不同
的技法在球体上呈现完美的图纹，
同时加入创作设计的理念、想要表
达的故事。 手鞠艺术品制作时间
长，讲究创意与技巧，而且基本上
都是孤品，这些都是手鞠艺术品具
有收藏价值的重要原因。

羊城晚报记者： 不同地区的
手鞠是否会有不同的风格 ？ 日本
的手鞠有什么特点？ 这次展览中
我们看到许多手鞠都结合了岭南
本土文化， 其创作的灵感和表现
手法是什么？

黄秀娟： 手鞠在不同的地区
会融合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成为特
有的风格手鞠。日本的手鞠也因地

区不同而使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去
制作，手鞠经常会出现在各种节庆
活动中，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广州展出， 我们希望制作
融合当地特色文化的手鞠， 我们
选择了几项民俗文化为主题，例
如造型逼真、 寓意吉祥的手鞠桔
子树， 在桔子的数量上也迎合了
大众喜爱的数字———128 颗。

彭洁华：现在全世界都有很多
手鞠爱好者， 除了日本， 美国、泰
国、俄罗斯等国家都能看到手鞠的
足迹，各有地区特色。 日本不同地
方的手鞠都不尽相同，包括图纹和
球芯的材料都有所不同，手鞠在日
本是美好的象征， 所以在节庆里，
手鞠会作为装饰的一部分出现。

这次的展览是结合新年的一
个主题大展，地点在广州，所以策
展方向就是融合岭南文化，让手
鞠艺术品以大众最熟悉的形态
展示。“年桔”、“年花”、“风车”、
“醒狮”、“粤剧”、“挥春” 都是极
具年味和岭南文化的元素，我们
以这几大元素为主题，搜集了大
量资料，与手鞠艺术家们多次灵
感碰撞，在十几位经验丰富的手
鞠艺术家们三十多个日夜的缝
制下，便有了大家所看到的“手鞠
花街”，表达了我们对文化融合的
一种探索。

收藏入门热点 1
无底价网拍！
吸引新藏家入场
新年伊始，喜庆主题的网拍

拉开了迎接鼠年的欢乐气氛。 不
约而同的无底价竞拍，对于新春
的艺术品消费市场， 是一大推
动。

在广州，1 月 18 日起， 各种
喜庆迎春题材的名家书画真迹
在华艺淘珍 2020 年首场主题线
上拍卖会“艺术 NOW 新春”上，
进行无底价网拍。

11 个主题专场共 100 多件
精选拍品， 随时可以在线上欣
赏、查阅、竞拍。 除了“迎春接福·
名家写‘福’专场”外，还有陈侗、
尚涛等各种名家年画，以及以鼠
为题材的名家雕塑作品及新锐
艺术家版画作品， 充满意趣，风
格迥异。

1 月 16 日 -17 日， 嘉德进
行的“新春‘德’福———名家写吉
语专场”网拍，杨之光、杨善深等
名家写福，大多 1 千元起拍。 而
“美意·国石国玉” 印章专场，则
是无底价起拍，吸引关注。

事实上，网拍已经成为逐渐
受到重视的拍场新势力。 不仅网
拍专场数量增加，种类也从原先
的线下收藏传统门类，扩展至更
多颇受年轻藏家关注的潮玩、当
代艺术等更贴近现代审美取向
和生活方式的门类。 无底价网
拍，在 2019 年越发常见，也成为
吸引新藏家入门的一大热点。

来自各大拍行的统计数字
都纷纷显示了这一趋势。 香港佳
士得在 2018 年已经有 32%的买
家为新客户，而其中 41%通过网
上拍卖成交，成为吸纳新买家的
主要途径。2019 年不仅延续原有
的网拍专场，更首度举办艺术科
技峰会，发布微信小程序，可以
实时跟进拍卖实况。 而苏富比香
港 2019 年积极拓展网上拍卖，
全年网上拍卖专场增加至 10
场，成交额翻了 4 倍，而网上买
家人数较 2018 年增加了一倍。

中国嘉德甚至将 2019 年定
位 为 自 己 的 “网 拍 元 年 ”，
E-BIDDING 这 个 项 目 从 无 到
有，共进行了 12 期网络拍卖，39
个专场涉及 20 余个品类。 根据
嘉德的统计显示，一年内参与网
拍的人数增长了 4 倍。 可见网拍
为新晋藏家提供一条便捷安心
收藏的新渠道，让艺术体验真正
融入了生活。

广州华艺珠宝钟表部总经理
朱绪蕾认为，“网拍方便了新入
门的藏家，快速了解市场和增加
入手机会，再加上现在有的拍场
会做一些无底价拍卖，那么对于
感兴趣的新买家来说，门槛也比
较低，就更容易入手。 ”

收藏入门热点 2
知识产权交易所
可以买书画！
艺术品收藏入门，除了直接

跟画家、画廊购买，或是通过二
级市场拍卖行竞拍，现在还有另
一个专业渠道———通过知识产权
交易所购买。

1 月 7 日， 当代山水画大师

郝鹤君在广州宣布，一系列郝鹤
君原作和限量版画将作为香港
知识产权交易所（HKIPX）首推
的第一个中国画板块项目，挂牌
上市。 合约项目包含 67 幅国画
原作及 999 套限量签名版画，合
约周期为五年， 将于 2 月 18 日
在香港知识产权交易所上市发
售。 1997 年，郝鹤君教授赴中国
台湾写生近两个月，现场完成写
生创作 50 幅， 该批作品其后被
广东美术馆收藏，并获中国文化
部奖励。 此后的 20 多年间，郝鹤
君又陆续创作了 67 幅该系列国
画，被境内外藏家集中收藏。 今
年香港知识产权交易所计划推

出中国画板块，于是从百余位卓
越画家中，精选出郝鹤君此系列
国画作品作为首推项目。

香港知识产权交易所董事局
主席吴高林表示：“郝鹤君该系
列作品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正
式开始内部认购，此阶段的投资
者大多数是交易所的长期合作
伙伴，故认购是十分活跃。 ”

事实上， 近几年全国的知识
产权交易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值
得关注的新兴渠道。 目前国内的
知识产权交易场所，主要关注点
还在专利技术等科创版块，对于
书画艺术品等仍是新兴板块，还
待发展。

上回我们谈到乾隆末年有
一位诗人， 在广州记录了当时
洋货的情况。 此人名叫张问安，
号亥白，1792 年夏天他看到外
国商人在广州进行洋货贸易的
情况，写下了《洋舶杂诗六首》
“录于此， 以备一时故实”。 200
多年后，我们再读这些“戏作”，
着实对过往之事怀有深入研究
的心态。 对于钟表收藏者而言，
其中有一条信息值得玩味：“洋
表有红毛、佛兰西两种。 红毛多
镀金壳，佛兰西多银壳。 银壳以
大扁为贵”。 按照今天的认知，佛
兰西一词很容易辨别，指的就是
法国，而红毛是哪里？ 众说纷纭，
最初应该是指荷兰和葡萄牙，我
认为在这里指的是英国。

翻看乾隆朝的钟表档案，我
们会找到许多关键词， 比如：镀
金、刻花、红白玻璃等，如果再考
察乾隆末年的宫廷收藏，尤其是
直径在 60 毫米开外的一些表
款，基本上都是英国制造。 这些
体积硕大的表款，早已超出了人
手把玩的范围， 由于分量十足，
戴在身上更是不大可能，所以主
要是用于陈列观赏，或者是外出
时用于轿子之中的计时。 此类表
在乾隆末年风靡一时，英国钟表
师是主要的制造者。 2018 年底
在香港举办的《匠心独运———钟
表珍藏展》中，有一只名为“铜镀
金镶玻璃钻口怀表”， 我专门研
究过一番， 机芯上赫然写着“B.�
Ward� London”字样，自然是伦
敦钟表师制造，署名为 B.� Ward
的作品还有几件座钟藏于故宫。

由于各种原因， 流入海外
的宫廷表不在少数， 毕竟乾隆
一朝购买的西洋钟表已是蔚为
大观，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统
计， 但是流失的表款应该也不
少。 类似于上述的表款我见过
不少， 甚至还收藏了一件（下
图）。 对照乾隆朝钟表档案，我
把此表定名为“镀金刻花圈镶
红白玻璃时辰表”，这些描述性
的词语， 主要是对于外观装饰
的介绍， 结合诗人张问安的记
录， 镀金确是他那个年代英国
表的特色。 表壳直径虽大但绝
不是空洞无物， 圈口之处全部
手工雕刻花纹，“刻花圈” 一词
在乾隆朝钟表档案中多有出
现，此表又是一个明证。 红白玻
璃指的是表壳镶嵌的材料，这个
装饰风潮从乾隆中期就已开始，
当时多用于座钟的设计，后来在
表中也多有采用，成为装饰的一
大特色。

除了以上的几点， 最为精
彩处还要算镂雕机芯。 当下各
大名表厂流行镂空设计， 殊不
知两个世纪前， 中国的达官贵
人早已把玩过了， 而且那时已
经有透视底盖的设计了， 所以
西方钟表业一定要感谢中国
人。 如果没有中国古人的审美
倾向、 如果没有中国古人的艺
术品位， 机芯的工艺和表现形
式恐怕不会如此动人， 而且随
着岁月的更迭， 西方钟表业依
然在传承和延续， 或许这也是
收藏带给我们的启示。

新藏家入场，新渠道渐热

2020收藏入门级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艺术已经成为当下日常
生活新“标配”。 无论是高深
专业的“艺术品收藏”，还是
日常可接触的“艺术品消
费”，让艺术品走进自己的生
活，是他们的共通点，也是新
藏家入门到进阶为资深藏家
的健康发展模式。

来自拍卖行一线的统计
数字表明，近两年，新买家每
年以超过三成的速度增长。
2018 年，佳士得香港有 32%
的买家为新客户；2019 年，
新客户占亚洲苏富比拍卖整
体买家人数的 31%。 而且买
家年龄越来越年轻， 苏富比
香港的统计表明， 有 25%的
亚洲买家为 40 岁以下。 潮玩
领域的趋势尤为明显。 例如
在 NIGOLDENEYE 专场拍
卖中， 近半买家为 40 岁以
下。 这意味着，收藏的兴趣、
渠道、模式，都在发生变化。

讲究个人趣味， 渠道多
样便捷。 艺术品消费，已成为
当前新藏家入门的一个新热
点。 那么对于入门收藏，有哪
些值得关注的市场新热点？
新买家入场， 有哪些值得留
意的新鲜渠道？ 以下的收藏
市场开年新热点中， 你能否
从中看出一些趋势？

收藏入门热点 3
授权版画：
接近大师的
便利渠道
在去年稍显平淡的收藏市

场上， 有一个门类静静地吸引
了不少新藏家的目光。 几万元
就能买到毕加索、 米罗或是赵
无极的真迹， 几千元就能买到
村上隆、奈良美智的限量授权，
似乎也只有版画才能做到了。

被认为“收藏大师的入门之
选”的版画收藏，尤其是艺术家
授权的限量版画，为艺术爱好者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收藏的入口。

“原作授权限量复制的版画，给
了我们更好地近距离接触艺术
大家的机会：这些作品在艺术家
的严格把关下，最大化地还原原
作的色彩、造型。 ”广东崇正拍卖
有限公司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
总监李卉仟如表示。

“当人们希望让艺术品走
进自己的生活， 版画就成了一
个很好的初级选择。另一方面，
这些作品往往都是代表作，它
还提供了美育价值， 让大众去
阅读艺术，这个是很关键的。让
大众通过版画作品， 进入收藏
市场，逐渐升级收藏体系。 ”

“版画本身就是一种相对大
众的收藏种类。 随着潮流文化
的影响，近几年年轻一代对版画
的接受和喜爱程度也越来越高。
我留意到一个现象，除了传统的
版画类别外，年轻客户群体还会
关注数码创作，以及一些插画、
动漫类型的现代版画。 这些新
鲜类别，价格门槛更低，也更容
易吸引年轻人加入收藏市场。
所以说，版画的市场外延也在变
大。 ”逵园艺术馆负责人、东平
典当博物馆馆长黄轶群，对羊城
晚报记者分析，“目前大多数版
画，还是在画廊或艺术博览会上
进行交易。 我认为随着大众对
于艺术收藏范围扩大和认知的
不断提高，国内藏家未来会对版
画有更多关注。 ”

美意手鞠，指尖上的几何美学

一个个小小的球体，由密密
丝线，细细缝绣，交缠编织出万
千种图案色彩，表现了极致的几
何美学，也成为寓意美好和新年
祈愿的情感载体———这就是流
光溢彩的手鞠。

手鞠是一种传承千年的日
本民间艺术。 中国古代“蹴鞠”
运动使用的球体玩具， 便是手
鞠的雏形。 早期的“鞠”仅以动
物皮毛、 谷物、 碎布等简易材
料填充和缝合而成。据考证，公
元 642-645 年， 蹴鞠从中国传
入东瀛； 公元 794-1192 年，手

鞠作为“球 ”的一种 ，用缠绕制
作而成，此时手鞠已成为表达新
年美意的礼物； 随后的几百年
中，由绢丝卷制的手鞠渐渐在贵
族妇女中开始流传。 16 世纪末，
人们将棉花作为手鞠的填充芯，
再以美丽的线用几何学的方式
卷制成手鞠，《帝京景物略》（刘
侗、于奕正，1635 年中国明代刊
本）卷二、春场、正月元旦记载，
正月里妇女们抛掷手鞠玩耍。

数百年来，“鞠”的制作渐趋
考究，手鞠的针法设计和装饰技
巧通过一代代人手手相传，小小
的球体记载着手鞠艺人们对几
何图案的精密计算及艺术创新，
也是对几何美学的另一种探索。
手鞠也从玩具变成追求美感的
工艺品，最后发展成创意十足的
艺术品。

农历新年前夕 ，在广州太
古汇举办的手鞠主题展览上，
观众近距离地欣赏了这种历
史悠久的指尖艺术。 本期《名
家话收藏》， 我们便请来首位
夺得日本手鞠协会最高级别
认证的华人手鞠艺术家黄秀
娟以及策展人、缘球会创始人
彭洁华 ，了解这种古老艺术的
现状 ，解读如何由丝线缠绕出
千变万化的几何美感。

受访嘉宾

黄秀娟
手 鞠 艺

术家、缘球会
会长

学 习 及
创 作 手 鞠 时
间超过 10 年，取
得教授级别认证，
是首位夺得日本手鞠协会
最高级别认证的华人手鞠
艺术家，作品《群菊》获得
2019 年日本全国御殿鞠和
手鞠比赛每日新闻社奖。

彭洁华
手鞠艺术

家、 策展人、
缘球会创始人

学习及创
作手鞠时间超
过 5 年，取得
专业师范级别认证，曾策展
缘球会国内外的多个手鞠
专业展览，致力推进手鞠文
化的发展及创新。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 /受访者提供（署名除外）

版 画 成
为 收 藏 大 师
制 作 的 一 个
入门途径

新 入 门
藏 家 趣 味 改
变市场

喜庆主题网拍，推动艺术品消费市场

黄秀娟作品 《群菊 》，2019
年在日本全国御殿鞠比赛获每
日新闻社奖

彭洁华作品 《百福图 》，收藏
于日本手鞠协会总部展览厅

在手鞠展上 ， 艺术家将手鞠
与岭南元素相结合 施沛霖 摄

128 颗手鞠做成的桔子树 ，洋
溢新春喜庆气氛

扫描新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