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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分析

收藏市场

苏富比香港、北京保利香港、中国嘉德香

港三家拍卖行看似业绩不算太差，但相比今

年春拍的成绩却明显下降，今年春拍苏富比

香港、北京保利香港、中国嘉德香港的成交额

分别是34.2亿港元、11.36亿港元、3.47亿港

元，尤其是率先亮相今年秋拍的这三大拍卖

行却未见企盼已久的“天价拍品”，使接下来

的今年内地的第二、第三波秋拍形势显得有

些严峻。细细分析这三家拍卖行的秋拍情

况，便可得出今年内地的秋拍形势很难继续

红火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里精品资源有所减少。今年

香港秋拍除了苏富比香港拍出6620万港元

的张大千《惊才绝艳》等少数拍品让人眼前一

亮外，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等大名家的精

品资源的确不多，不少国内拍卖行甚至出现

了“等米下锅”的局面。目前收藏界其实并非

没有精品，而是没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出售。

前几年房地产等各种经济发展过快，一些暴

富的土豪蜂拥进入拍卖领域投机，使得这几

年间艺术品市场出现爆发式增长，亿元天价

拍品频现，这几年里藏家买进时的价位普遍

偏高，现在市场趋冷，出售时价格会被压低，

藏家自然不愿割舍。

二是市场资金面依然紧张。随着近期

房地产等行业逐步疲软，土豪们的日子自然

也不好过，他们已没闲钱再进入艺术品拍卖

领域，各级官员在这个既打“老虎”又打“苍

蝇”的年代也会愈加谨慎小心。资金流动性

将在很大层面上左右着今年内地秋拍的走

势，所以想要继续推高艺术品拍卖价格确实

有些勉为其难。今年内地秋拍偶尔出现的高

价精品虽然对大买家仍然会有一定的吸引

力，但出手时则会更加谨慎。

三是市场里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在当

今价位高企、资金紧张的形势下，裹足不前，反

应平淡，已成为业内对今年香港秋拍的共同感

受，卖家挖空心思，买家还是谨慎观望，即便遇

到心动的拍品，想让买家下决心购买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预测今年内地秋拍行情，拍卖会

上人气依然旺盛，只要是大拍卖会，观望的、办

牌的定不会少，但是真正肯出手买货尤其是买

“天价拍品”的人却不会太多。

虽说今年内地秋拍高潮难现，但确实也

有一些利多消息不容小觑。目前许多新的艺

术基金在组建，新的艺术机构在涌现，但他们

的目标已不限于一般的艺术品收藏与投资，

而是全面介入艺术产业：从创办画廊、美术

馆、艺术品电商网站、艺术新媒体，到开发艺

术衍生品与艺术金融服务等新市场，中国艺

术品市场在这次调整后，显然正在酝酿着下

一波的繁荣期。 （本文观点仅供参考）

“和田玉”与“和田的玉”

古代有新疆的“和田玉”、陕西蓝田的

“蓝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及辽宁岫岩

的“岫玉”。 如今玉器藏家只重视和田玉，对

其他玉料不屑一顾。

古往今来，和田玉都是指产于新疆于阗

的玉器，这是传统的狭义的概念。在目前国

标中，“和田玉”被统一定义为所有矿物成分

为透闪石的玉石，和田玉便成了一种泛称，不

具备产地含义。但收藏界人士仍认可传统的

狭义的概念。鉴定机构对新疆和田、俄料、青

海料、韩料也一律给出“和田玉”的鉴定结

果，这就造成了“和田玉”泛滥的现象。总以

为有“和田玉”鉴定证书的玉就是新疆产的和

田玉，商家就钻这空子，会让你随便去鉴定，

因他保证是“和田玉”，没保证是“和田的

玉”。现代玉器市场中产自和田的玉已越来

越少见。

别用看新玉眼光看老玉

时下的老玉收藏者，用强光手电照老玉，

看有无开裂、有无隔裂、有无杂质、絮状玉花

等，玉的内在质地一览无遗。当强光照射下，

完美的古玉质地便寥若晨星。古代玉工是依

靠自然光目测、或在太阳光下目测，来决定一

块玉材的优劣，现代人用显微镜、强光手电来

检测评判老玉，过分的苛刻会错失许多收藏

机会。在强光手电照射下，现代俄玉、青海玉

等很少隔裂很少杂质很少絮状玉花。绝大多

数老和田玉要归之于现代俄玉、青海玉之

下。看老玉正确的是学古人，用肉眼、自然光

看，看不出太大的问题，就是好玉。

有人惦记老玉器，见到真老玉，又嚷：这

么难看？为典型的“叶公好龙”。有人听说老

玉好，自己内心也想拥有几件。但对老玉不

了解，常见都是新玉，难免会用看新玉的眼光

去看老玉，要求老玉够年份，又像新玉一样够

漂亮。其实，有个别老玉，保存较好，题材、

造型、品相等较接近现代人的审美，这种玉相

当少。绝大多数老玉的颜色、形状、器型、题

材是不太符合现代人的眼光。

现代和田产羊脂玉，已是可遇不可求了，

念念不忘羊脂玉的人，只有放下架子、改变思

路，才能在老玉中找到自己喜爱的。时下老

岫玉已经有价格启动的迹象。藏玉也要观念

先行，往往会事半功倍。老玉收藏中，许多像

明代玉带板、清代官饰白玉灵管、背云佩、龙

勾等很明显的官器，竟然不受人重视，值得收

藏家思考。

老玉收藏正当时

老行规中老玉有“天残”，指玉器先天带

来的不足与原先加工时已存在瑕疵，瑕不掩

瑜，故天残不折价；“地残”，指出土玉器在地

下受到土壤的侵蚀形成的沁色等，前人认为

过分受沁影响玉器的美观，故地残折半价；玉

器被人为损坏，是“人残”不值钱。以前老玉

藏品丰富，选优质是人之常情；如今老玉日益

稀少，这行规应改“天残、地残不折价，人残

有残值”。

新的收藏者多喜欢可佩戴的老玉件，如

花片、玉牌、手镯等。古为今用挂在脖子、胸

前或腰间，或戴在手腕上。那些不能佩戴的

件头就认为不好，那些高雅的文房、大气的摆

件、精致的镶件、素雅的头钗、雍容的烟壶、

华贵的龙勾等皆不入法眼，这些观念要改变。

一样的和田玉，新玉的价格要贵过老

玉，玉料的价格都高于老玉，这种现象是极不

正常。现在老玉的价格“目前还不到它真正

价值的十分之一”。从老玉的手工制作工艺

看，一块像样的老玉，制作工时至少需要一个

熟练工匠工作一年以上。目前老玉的价格连

工本费都还未达到，更不谈它的材料价值、历

史文化价值了。

（本文观点仅供参考）

玉器收藏 观念先行

这是清康熙器物，名为掐

丝珐琅梅花牡丹双兽耳瓶。

瓶呈玉壶春式，饰鎏金双兽

耳，口部和足部鎏金，其余部

掐丝珐琅制作。瓶整体以蓝

彩为地，制缠枝莲花。腹部开

光内以黑彩为地，分别制作牡

丹和梅花纹。掐丝精细，填彩

准确、精美，底部落阳文楷书

“康熙年制”款。

品鉴人 李训刚

在线品鉴

艺术动态

王少石
《大写意三字经》出版

星报讯（周良） 著名书

画篆刻家王少石历时三载，十

易其稿的《大写意三字经》日

前由黄山书社出版。《大写意

三字经》三字一小句，四小句

组成一大句，计 132 大句，共

1548字，加以注释，并附上入

编的历代文人画家之代表作

品及著者的少部分作品，成为

一部图文并茂的用“三字经”

的文学形式来诠释传统文人

画、大写意的美术史论著作。

长三角三省一市书协
主席团书法合肥展出

星报讯（周良）“长三角

三省一市书协主席团书法精

品邀请展”2014年度巡展合肥

站于10月31日在合肥亚明艺

术馆开幕。上海市文联副主

席、书协主席周志高等及安徽

文艺界李士杰、吴雪、张兆玉、

陈建国、陈飚、刘晓明、陆小和

出席开幕式。

这次展览共展出三省一市

书协主席团成员近60位书家的

近60件作品，展至11月5日。

掐丝珐琅梅花牡丹瓶

张大千《惊才绝艳》

秋拍“天价”难再现
今年中国艺术品秋拍的第一波大戏已

在香港落下帷幕。苏富比香港、北京保利香
港、中国嘉德香港三家拍卖行相继举槌，分
别取得了29.4亿港元、8.22亿港元、3.43亿
港元的成交额。接下来，全国各大拍卖行秋
拍将举槌，结果会怎样，值得期待。

吴伟忠

玉，自古以温润质感和高贵品质，为人们所喜爱。但对玉很了解的则不多，尤其是许
多人陷入了认识误区。

王家年

少儿绘画大赛即将截稿
星报讯（周良）为促进我省

少年儿童书画创作水平的提

高，挖掘少年儿童艺术潜能，安

徽省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

委员会联合市场星报社举办首

届“美好安徽·小书画家大赛暨

作品展”活动，即将截稿。

据介绍，参加对象为全省

3～16周岁儿童，分中国、儿童

画、素描、书法、摄影。按幼儿

组、儿童组、少儿组进行评选，

出版获奖作品集，省美协少儿

艺委会和市场星报联合颁发

获奖证书。准备参赛的同学

和学校抓紧时间，咨询电话

15715698655。

现代新玉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