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国内拍卖三大巨头嘉德、保利、
匡时秋拍相继落下帷幕，从2015年国内
秋拍书画成交数据来看，国内艺术品市场
在经过两三年的“腰斩”调整后，行情目前
仍处于筑底阶段，买家逐步回归理性，尽
管有亿元拍品出现，市场人气尚可，但总
体成交依旧不见有大的起色，行情真正转
暖还有待时日。

□周良

新水墨为何受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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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动态

星报讯（江利平） 时光荏苒，岁月如
歌。新年的钟声激荡着神州大地，岁月的
航船开启着新的征程！我们怀着梦想迎
来了2016年，万象更新之际，星报艺术中
心特编辑出版系列台历。

系列台历之一的《新徽派美术 12
家》由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安徽美术
出版社支持出版，国家正规书号（85398·
2472），精选钱雨亭、王道良、叶家和、丁雪
郁、陈志精、张国琳、张松、班苓、杨国新、
赵规划、王子洲、廖新（按出生年月排序）
12 位新徽派美术代表性人物作品，他们
在艺术之路上探索不止，笔墨精妙。

入选的 12 位新徽派美术人物，来自
国画、油画、版画，既有工笔大家，也有写
意高手。或是省美协主席团成员，或长期
耕耘不问窗外风雨，他们在山水、花鸟、
人物等领域不断探索，作品雅俗共赏，专
家叫好，百姓喜爱，是当代安徽画坛的佼
佼者。

系列台历之二的《深受市场欢迎书画

家》入选邓之元、李修建、李宏远、张拥
军、阎守江、耿磊、查黎明、张宜克、杜金
宇、姚树林、鲍梅峥、周斌等书画家作
品。2015 年，市场星报社通过安徽书画
年度人物评选、艺术晚宴、艺术品鉴、讲
座、书画惠民展销等活动，推动了安徽书
画发展，近 200 位书画家与星报合作，作
品进入千家万户。为此，星报艺术中心
从市场反响好的书画家中选出 12 位“深
受市场欢迎书画家”，印制台历恭贺新
禧，祝愿大家新年新起点，精彩无限，幸
福吉祥！

星报系列台历将赠送给广大星报客
户及战略合作单位，各大商会。此外拿出
一 部 分 无 偿 赠 送 给 读 者 ，联 系 热 线
18226629388 。

《新徽派美术12家》台历出版发行

王士龙
中国画台历首发

星报讯（江利平）《王士

龙中国画作品选》2016 年台
历日前在肥首发。省政府参
事室副主任朱新中、省文史馆
副馆长张旭华先生及陶天月、
朱秀坤、荆涛、萧承震、孙叙
伦、翁飞等艺术名流出席。

《王士龙中国画作品选》
2016年台历精选他50多幅作
品，功力深厚、意境深远。王
士龙，1955年生，安徽砀山县
人。曾担任安徽省工艺美术
专业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
员，现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
邀研究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
安徽创作基地特邀研究员，中
国美术家书画院画家，安徽省
黄山画会副秘书长、安徽省黄
山书画院画家，《皖风》杂志美
术编辑。

王士龙，曾多年受教于张
建中、郭公达、郑若泉、周彬等
诸名家，长期从事工艺美术设
计研究、美术教学和绘画创作。

王耕中国画展
今日在亚馆开幕

星报讯（周良） 由荣宝斋
画院、合肥市美协主办的“王
耕中国画展”于元月 5 日在亚
明艺术馆开幕。将展出其新
近创作的中国画作品 50 幅，
展至元月8日闭幕。

王耕，江苏常州人，1954
年生。擅长写意花鸟画，他以
书法笔法入画，其画作气势磅
礴，早年拜著名画家王个簃为
师，与当代名家吴冠南、陈海
良等交好。擅长文人画，书法
以大草、小楷尤为见长。现为

《民族美术》杂志副主编，荣宝
斋特约画家。

王耕擅长写意花鸟画，他
以书法笔法入画，其画作气势
磅礴，恣意挥毫。据悉，荣宝
斋出版的《王耕画集》将在开
幕式首发。

刘永涛
举办油画展

星报讯（周良） 新年伊
始，刘永涛油画展于 1 月 1 日
至 8 日在徽派艺术圈展出。
省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国
新，省美协顾问朱秀坤，萧龙
士艺术研究会会长萧承震，合
肥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
衍平，安徽工笔画学会副秘书
长胡玉等出席，开幕式由徽派
艺术圈馆长胡俊梅主持。

刘永涛，出生于皖北萧
县，先后学习于深圳大学师范
学院及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油
画专业。本次展出的近 40 幅
作品多为系列作品，有不少农
村少年题材，生动活泼。

近现代书画热情不减

古书画在经过一段的低迷后，2015年
的著名拍卖会上，精品数量有限，拍价不温
不火。嘉德“大观”夜场的古书画专场，总
成交1.7亿元，成交率72%，董其昌《疏林茅
屋图》以6900万元拍出，刷新画家个人纪
录。石涛的《双骥图》3200万元成交。保
利秋拍“古代书画夜场”2.43亿元，成交率
87%，文征明《杂咏诗卷》8165 万元，沈周

《溪山深秀图》2760万元。匡时秋拍“澄道”
夜场总成交2.45亿元，清赫奕《烟树山亭》
2553万元，恽寿平《艳秋图》1610万元。

这一两年，古书画拍卖能超出 5000
万元的凤毛麟角，呈现走低趋势。主要原
因是古书画拍品真假难辨。今年秋拍中，
古书画的赝品依然不少，特别是王铎、傅
山、倪元璐、黄道周、张瑞图等，赝品盛
行，让许多人选择回避。

近现代书画则表现抢眼，2015年，李

可染和潘天寿两位近现代书画大师分别
创出高价，李可染《万山红遍》以 1.84 亿
元创秋拍新高，潘天寿《鹰石山花图》在
春拍中创下2.79亿元的天价。

近现代书画为何在秋拍中人气颇
旺？关键原因是近现代书画具有“存量
大、时代近、真伪相对易辨”等优点。但
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齐白石、黄宾虹、
黄胄、李可染画作拍场上赝品也充斥泛
滥，买家应有清醒认识。

当代书画、新水墨冷遇

2015 年秋拍，“当代书画”板块明显
遇冷，当代书画市场活跃的名家成交价格
均有不同程度降低，甚至出现流拍，买家
对当代书画和新水墨的关注度在减弱。

当代书画和新水墨受到冷落原因在
于前两年炒作过甚，许多当代书画和水墨
缺乏学术沉淀和盖棺定论，人为炒作风气
浓厚。一些企业家包装书画家，所谓抢占
山头，出现了盲目性。有些当代书画家，
忙着完成订单，不问作品质量与内涵，导
致大量劣质作品、复制作品进入市场，自
然是倒了买家胃口。而有些新水墨画家
传统功底不扎实，另辟蹊径，搞所谓的

“新水墨”，并不被学界认可。
购买当代书画、新水墨作品应该理

性，综合判断画家的社会影响、学术追
求、人品以及创作精神。只有具备社会影
响力、学术创作精神，品德高的画家会有
一定的抗跌性，反之，一般性书画家作品
不值得花钱去收藏。

奇石作为一种大众收藏品，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中期起，在国内逐渐升温。如在
2011 年 10 月结束的中国淄博首届金秋
奇石拍卖会上，奇石珍品亮点非常多，其
中的 165 号拍品《春峰凝翠》（崂山绿石）

由14万元起拍，最终以50万元的高价落
槌；63 号拍品《高山流水》（红丝石）由 11
万元起拍，最后以 18 万元成交。奇石虽
说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但也不是随便什
么石头都值得珍藏，奇石收藏还是有一定
窍门的。

一、多学习，多交流，多请教，多观
摩精品。收藏的圈子很重要，藏友之间
应经常交流、切磋、探讨藏石、赏石、玩
石的体会和经验，使自己的赏石水平得
到提高。

二、要不断增加收藏珍品的意识。一
个成功的收藏家，总有一些经得起时间和
市场考验的珍品。而对于初涉此道的人
来讲，都会经历一个藏品数量由少到多，
质量由粗到精，层次由低到高的过程。

三、不可急功近利，应该循序渐进。

上手时不可急功近利，不要太过注重数
量，要树立精品意识，要切记藏品的质量
是第一位的。

四、如果自己不具备设计能力，应尽
可能收藏赏石，而少藏毛坯奇石。再好的
奇石在上座之前，也只能算作素材而非作
品，即便是藏了几十年的毛坯石，从欣赏
角度来看仍算是新石，而新石的升值空间
是非常有限的。只有经过鉴赏家精心设
计，并配置工艺精湛的底座后，才能成为
众人瞩目的赏石。

藏石赏石有窍门 □吴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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