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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心得

资 讯

“今天中国陶瓷是一个‘大师’

的时代。”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

任吕品昌这样概括时下的当代陶

瓷艺术市场，并坚决要在大师两

个 字 上 加 上 引 号 。 在 吕 品 昌 看

来，以传统技艺传承为重点的大

师评选，评选标准一直没有变化，

大师作品只重视技艺而忽视创新

和时代性，怎么能够出现当代意

义的真正陶瓷大师呢？

继承还未到位？

评选大师的初衷没有错，国

内 也 确 实 涌 现 出 一 批 公 认 的 大

师，如王锡良、张松茂、秦锡鳞、刘

传、梅文鼎、顾景舟、吕尧臣等。

但吕品昌认为，由于大师作品占

据绝对主流市场，只要受封大师，

其作品就身价百倍，这导致不少

人 使 出 浑 身 解 数 来 经 营 和 获 取

“大师”头衔，一旦成功，就忙得只

有请“枪手”了。

“这么俗的东西竟然会有市

场！”如吕品昌这样的质疑者对一

些工艺大师的作品耿耿于怀，认

为“大师瓷”卖得好只是针对中国

礼品市场。2009 年秋天，上海首

届陶瓷生活艺术博览会就以标榜

原创为态度，将大量中国传统陶

瓷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屏蔽掉。

当然，大师们并不在乎这些

质 疑 者 的 说 法 ，因 为 他 们 看 不

出，这些与全球潮流同步的当代

艺术品好在哪里。相反，大师们

认 为，这 些 作 者 大 多 没 有 技 术，

根本不懂陶瓷语言，又能做出什

么艺术来呢？

作为同时存在于当代陶瓷领

域中的两种取向，为了证明自己的

价值，无论哪一方，都会指出对方

的不足，但两者并行发展，互相无

可替代。那些热衷于国际潮流与

当代表现方式的人士认为，国外

除了在概念上有所突破的陶瓷艺

术，传承技艺者也不在少数，但相

比之下，传统技艺传承部分在中

国当代陶瓷领域所占比例过高。

除此之外，对当代工艺大师

的 质 疑，也 有 其 他 方 面 的 声 音。

陶瓷收藏家陈海波认为，在中国，

时间上离我们最近的大师是民国

时期的珠山八友。珠山八友使中

国 陶 瓷 脱 离 实 用，

变 成 纯 粹 的 艺 术

品，那个时期是 20

世纪中国陶瓷艺术

的顶峰。吕品昌也

认 为，珠 山 八 友 确

实是那个时代拥有

创 造 性 的 瓷 艺 团

队。从陈海波与吕

品 昌 这 些 说 法 中，

看到的并不是指责继承传统，而

是他们认为，当代“大师瓷”在继

承传统上还没有到位。

实际上，中国当代陶瓷所遭遇

的 问 题 比 其 他 艺 术 门 类 更 加 复

杂。像中国书画、玉石雕刻等门类

为国内所独有，而瓷器在被外国人

破译出烧造的密码后，不断改进创

新，应用于各个领域。中国瓷器要

将传统发扬光大，任重而道远。

中国瓷逐渐走向衰落？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艺系主

任郑宁说，在唐以前，上层人士多

使用铜器，下层百姓多使用陶瓷，

瓷器的烧造完全是民间自发的，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和普及。

到了唐朝，经济的发展使得铜币

不够用了，铜被禁止用以日用，瓷

器代替了铜器，迅速发展普及起

来。这为宋瓷的巅峰发展提供了

足够的物质基础，加上宋代理学

和禅宗思想的发展，典雅、质朴、

含蓄的审美影响着当时的陶瓷工

匠，他们崇尚质朴，鄙视过分的人

工雕饰，五大名窑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产生了。这种审美一直到现在

还影响着日本、韩国的陶艺风格。

至于明清瓷器，郑宁认为，中

国历代的瓷器都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如宋的典雅，元的奔放，明的

简约，清的繁复。明朝很多时候

是在仿宋，但不再刻意追求精神

境界，美学高度与宋朝无法相比，

但彩绘的出现为中国瓷器发展出

一条新路。清朝事实上是中国陶

瓷工艺技术水平最高峰的阶段，

当时的瓷器胎质缜密，釉质细润，

法国人雷奈·格鲁赛就认为，清朝

的雕塑和绘画明显衰落，陶瓷却

是绝对的顶峰。乾隆后期，中国

瓷器逐渐走向衰落。

吕品昌也认为，宋元之后，尽

管 每 个 朝 代 都 有 灿 烂 的 作 品 出

现，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

美的创造性来看，瓷器创造性发

展进程大大放缓了，元以后一直

到清，包括器形、装饰、创新的力

度在减缓，尽管在样式上不断有

增 有 减，但 从 创 新 的 角 度 衡 量，

是一直在滑坡。创造力的减弱，

被吕品昌认为是因为匠人因循守

旧，缺 乏 想 象 力 和 创 造 力，对 传

统 资 源 的 当 代 转 化 问 题 研 究 不

够，而遵守前人遗留下来的东西

就有吃有喝，他们也没有再去创

造的压力。当下的传统陶瓷产区

如 景 德 镇、宜 兴、醴 陵 等 都 存 在

同样问题。

陈海波对于吕品昌的看法表

示认同，他指出，今天当代“大师

瓷”的症结也在于此。例如，同样

是块瓷板，珠山八友可以在上面

诗书画印，而当代的大师不要说

吟诗一首，很多人书法都写不好，

面临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很

多艺术家都做瓷绘，其中包括没

有 绘 画 基 础 的，只 是 在 那 里 描。

表 面 上 看，继 承 得 很 风 光，实 际

上，真正好的艺术品并不多。

王者能否归来？

一个很让人郁闷的现实是，

中国瓷器曾经是欧洲贵族才用得

起的东西，而现在，随便一个欧洲

餐馆都有可能把中国瓷器当做一

次性餐具随意处置。对于当代中

国艺术陶瓷来说，昔日王者归来，

还需要什么呢？

按照吕品昌的想法，这个答

案是这样的：“从中国陶瓷的高峰

来看，个性追求和思想境界，原创

的精神都是构成高峰不可或缺的

元素。不管哪个时代，我们都需

要大师，只是看我们的大师能不

能把重点放在原创精神和作品的

思想追求上。”

20 多年前，吕品昌在景德镇

陶瓷学院任教时，就曾把传统经

典器形的瓷器进行摔打和扭曲，

用碎片重新组合成他所认为的艺

术品。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吕

品昌的行为简直就是胡闹，而在

此后攻读硕士学位时，吕品昌将

“ 胡 闹”进 行 到 底 —— 他 把 历 来

视为大忌的陶瓷缺陷，如“釉裂”

“ 气 泡 ”和“ 黑 点 ”等 放 大 到 极

致。之所以有如此举动，是因其

发现当时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们

沉浸在传统技艺氛围中，缺乏创

新；而其“胡闹”的作品正是其内

心的写照。

其实，在吕品昌开始“胡闹”

之前 30 多年，西方的当代艺术陶

瓷就已经进行了一番轰轰烈烈的

“胡闹”。1954 年，奥克兰加州工

艺美术学院毕业的硕士彼特·沃

克 思 在 美 国 发 起 了“ 奥 蒂 斯 革

命”。这场“革命”的内容就是要

陶瓷完全脱离日用品的束缚，成

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变身为纯粹

的艺术品。同样在 1954 年，日本

人八木一夫创作出了《萨姆萨先

生的散步》，改变了花器的本质，使

其不再实用，而纯粹成为一种造

型。八木一夫的创造力，使得陶瓷

从传统实用领域上升到纯精神领

域，确定了陶瓷艺术的地位。可以

说，吕品昌的陶瓷“胡闹”更像是中

国当代陶瓷艺术与国际接轨，至少

也是在试图与全球当代艺术陶瓷

站在同一个层面上。

“从内心出发，把自己的思想

和个性赋与陶瓷，带来与传统陶

瓷迥然不同的东西，这是当代艺

术陶瓷在全球划时代的潮流。”吕

品昌说。

中国“大师瓷”还缺些什么
岳 岩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由张

大千画派艺术创作中心、人民日

报社神州书画院联合主办的“张

大千门人江苹扇面国画作品展”，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 日在北京孔

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展厅举办。既

是画家又是蜀中知名收藏家的江

苹，不仅展出了自己创作的百余

幅扇面作品，还将收藏多年的其

父江梵众及其父好友张大千、傅

抱石的扇面作品一并展出，引来

许多扇面收藏者前来观赏。

中国扇面艺术历史悠久，扇

面画行于唐代，以纨为材质，扇形

圆，故称团扇。至今流通的折扇

最早出现于北宋，后汲取高丽扇

的工艺及材料的变化，精工细作，

日臻完美，也成为人们把玩收藏

的艺术品。

江苹幼嗜丹青，得张大千真

传，13 岁就成为“大风堂”上最年

少的弟子。60 余年来，江苹笔耕

不辍，尤精扇画，致力专工，其画

远追宋元明清，近抚岭南画风，融

于心会。他擅于工笔，花卉、翎

毛、走兽、虫鱼、山水皆用笔细腻，

意蕴生动。

江苹说，他最大的担心就是

扇面书画艺术的失传，因此，他想

在有生之年专注于扇面艺术的巡

展及学术交流，为扇面书画艺术

的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

北京荣宝2010年秋拍将扬槌
本报讯 （记者蔡萌）北京荣

宝 2010 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将于

11 月 13 日至 14 日在北京亚洲大

酒店拉开帷幕。作为本年度最后

一场大拍，荣宝精心挑选了近千

件 拍 品 ，以 满 足 不 同 藏 家 的 需

求。此次拍卖以中国书画为主

打，同时还推出了古董珍玩专场

及油画专场。

在中国书画专场中，本次秋

拍，荣宝将推出众多名家作品。

诸 如 周 臣 的《深 山 行 旅 访 客 图

轴》、徐悲鸿的《奔马》、张大千的

《春郊试马图》、傅抱石的《深山访

友图》、林风眠的《仕女》、李可染

的《翠溪人家》、范曾的《老子出

关》等。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

等亦有精彩作品亮相，如高奇峰

早年创作的《孔雀开屏》，高剑父

的《丝瓜麻雀》、《雄鸡》，邓芬的

《赏梅图》、《采莲图》等。

古董珍玩部分精彩纷呈，乾

隆洋彩厂官釉金花榴开百子瓶

（一对）、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花

觚（一对）、元代青花龙纹玉壶春

瓶等将成为焦点拍品。其中，乾

隆洋彩厂官釉金花榴开百子瓶是

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于乾隆

七年的杰作，甚得乾隆皇帝喜爱，

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有多处记载。

油画专场亦可圈可点，其中

陈逸飞的《水乡》、冯法祀的《刘胡

兰》等均为大师佳作。此外，吴冠

中的版画《红高粱》、赵无极的“版

画一组”等名家作品亦备受瞩目。

江苹扇面画展上亮珍藏

以藏养藏是时下很多收藏爱

好者的理财方式。在经济条件有

限的情况下，这种理财法只要使用

得当，可以获得较高的回报。多年

来，笔者在以藏养藏的道路上行

走，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门道儿。

一曰“换”。 换可以使收藏者

节省时间、精力和钱财。藏品到手

后，要经常与藏友交流、沟通，在发

展人脉、扩大收藏源的同时，也通

过交换藏品，在不动钱的情况下，

达到互通有无、丰富藏品的目的。

近年来，笔者就是通过交换藏品，

在连环画、瓷器、钱币、烟标、古籍

等收藏领域均小有斩获。

二曰“让”。让分两种情况：一

是让双，一种藏品有两套，便可以

卖出一套；二是让余。有些藏品，

如连环画，因发行量较大，往往同

一本连环画在藏家手中有多本，这

就可以适当地转让几本。笔者曾

将自己收藏的 5 套款式、质地、年

代相同的太师椅转让 3 套，用转让

得来的钱进行煤雕收藏，为自己的

收藏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让的途

径有多种，可以是对面交易，可以

是网上交易，也可以委托交易。

三曰“拍”。参与拍卖的好处

多多：一则利于辨别藏品的真伪和

身份，因为拍卖行、拍卖会均有专

业人士及资深收藏家把关，藏品过

眼后真伪较为易辨；二则可以比在

网上交易、委托出售、面售等方式

多获得回报。去年 6 月，笔者受好

友委托，将其珍藏多年的一柄汉剑

委托武汉某拍卖行拍卖，这柄剑曾

有人在网上出价 2 万元欲购买，而

最终拍得4.7万元。

四曰“补”。补包括补残、补缺、

补漏、补新。有些藏品，由于年代久

远等原因，出现“残疾”现象，影响了

品相和价值。补残后，收藏价值会

提高很多。成套、成系列的藏品如

果缺失了其中的一部分，其收藏价

值也会大打折扣。笔者一位好友收

藏的一套 1956 年版的《水浒》连环

画，由于缺了其中的3集，只能卖到

1200元；可当配齐后，那套《水浒》竟

然卖到了 8000 元。有些藏家因对

藏品缺乏必要的了解，往往会漏掉

其中的某些细节收藏，一旦补上漏，

藏品价值就会扶摇直上。如太平天

国时期的钱币，许多收藏爱好者认

为这个时期只发行了“圣宝”钱，其

实，除此之外，还有“套子钱”“小平

钱”“镇库钱”“大花钱”等。如果将

这些“天国币”集齐配全，那么收藏

价值可就很可观了。

五曰“扩”。扩即不断扩大自

己的收藏领域和收藏范围。随着

收藏市场的日益繁荣，收藏队伍

不断扩大，收藏领域也不断细化，

藏品种类也更加丰富。这时若能

及时扩充自己的收藏范围，就等

于抓住了机遇。一些藏家正是独

辟蹊径，自己闯出了一条新的收

藏之路，从而为世人认可，成为这

片收藏领域的领军者。

今年以来，尽管邮市行情仍有

起有落，但表现要明显好于往年，

这让许多集邮爱好者和投资者对

邮市的前景抱以高度的期望。然

而，在行情的“光环”之下，延续已

久的打折票问题却依然如故。

新邮仍在打折

目前，1.2 元面值的平信邮票

基 本 上 都 是 在 5.5 折 左 右 销 售。

即使今年所发行的新邮中出现了

《红色娘子军》、《旅游旅行大会》

等高溢幅品种，但依然难掩大部

分新邮打折的窘境。

直到目前为止，打折寄信实

用票的行情虽然有升有降，但都

依旧处在深度打折的怪局。如面值

1.5元的由0.94元升至0.98元，面值

1.6元的由1元升至1.1元，面值2 元

的由 1.22 元升至 1.26元等；而面值

0.5元的由0.35元降至0.34元，面值

1 元的由 0.68 元降至 0.66 元，面值

1.20元的由0.7元降至0.68元等。

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对今

年上半年邮市冲击最大的恰恰是

2007 年至 2009 年所发行的邮票。

有人认为，这说明邮政部门库存

中依然有大量的新邮、次新邮，行

情的启动显然对打折票怪局无能

为力。

邮资封、幸运封打折幅度更甚

其实，邮票打折现象大家已

经见怪不怪，都明了其中的缘由，

那就是邮票发行量过大，供过于

求的状况非常明显。

许多消费者也曾提出，邮政

部 门 降 低 新 邮 发 行 量 可 以 消 除

打折现象。但也有人认为，此法

固 然 出 于 保 护 国 家 名 片 形 象 的

善意，但却只是注意到了事物的

一面。因为邮政部门不得不考虑

自身的利益和员工队伍的收益问

题，在邮政服务一直出现亏损的

情况下，邮票发行收入在以往乃

至今后都将成为邮政部门的支柱

收入之一。这是客观存在的体制

问题，所以片面地要求大幅降低

新邮发行量显然不切实际。

然而，有一个 问 题 却 是 邮 政

部门应当也必须考虑到的，那就

是 其 他 邮 资 品 的 发 行 应 当 适 可

而止。

近些年来，除了新邮之外，每

年邮政还发行大量的邮资封、幸

运封等品种，这些品种无论是在

集邮领域还是实用领域，都得不

到充分的重视。因此其打折幅度

往往更甚于邮票。在邮政通信受

到互联网冲击而日益萎缩的大背

景下，其他邮资票品的消耗加大

也就意味着邮票的实用消耗越来

越少，积压越来越严重，“源头”之

水 源 源 不 断，无 疑 给 下 游 的“ 泻

洪”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和风险。

由此来看，如何在保障邮政

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之间寻求一个

平衡点，显然是邮政主管部门的

当务之急。

一再设“卡”阻碍消耗

邮票发行的“终端”无疑就是

实用领域的消耗，只有通过充分

的消耗，邮票才有可能最终实现

保值与增值，这是一个显而易见

的道理。然而，实际中，我们却没

能看到有关部门采取有效的措施

来逐步促进邮票的消耗。相反，

屡屡所见的却是发行部门在消费

者使用邮票中一再设“卡”，阻碍

了邮票的充分消耗。

尽管这些年来主管部门也出

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要求各级邮

政部门逐步放宽邮票的使用，比

如允许在包裹上贴用邮票等，但

事实上真正能做到不折不扣执行

的似乎并不多。经常所见的是邮

政工作人员拒绝贴用邮票，即使

允许贴用，也往往会以“需要班组

长 认 可”等 种 种 借 口 加 以 迟 滞。

而一些邮政窗口以“防止假票”为

理由拒绝消费者自带邮票贴用也

屡见不鲜。

凡此种种，无疑说明在邮票

最终使用这一终端问题上，邮政

主管部门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疏导。一头堵，一头却不疏，那邮

票的实用消耗也就难以达到理想

的效果，诸多邮票不打折显然是

不可能的事情。

收藏打折票有点无奈

由于新邮几乎年年打折，收

藏 难 度 和 趣 味 越 来 越 低 ，投 资

价 值 也 一 日 不 如 一 日 ，因 此 导

致 一 大 批 集 邮 爱 好 者 转 向 了 新

的 收 藏 方 向 。 比 如 编 年 打 折 版

票 近 年 来 就 有 趋 热 之 势 ，毕 竟

相 对 于 打 折 套 票 而 言 ，版 票 从

理 论 上 而 言 存 世 量 要 少 许 多 ，

无 形 之 中 也 就 增 加 了 收 藏 难 度

和趣味。

打折版票比那些热门品种的

投资风险要低许多，这符合相当

一部分投资群体的心理特点，因

此一批编年精品版票在收藏需求

逐步加大的情况下价格也是稳步

抬升，成为邮市新的亮点，倒值得

引起藏家的关注。

◀ 10 月 24 日，“龙泉瓷韵”青瓷文化艺术展在京举办。本次展览

由北京闽龙陶瓷艺术馆、浙江龙泉市人民政府和龙泉青瓷行业协会主

办，展出了徐定昌、陈爱明、叶小春、陈石玄根、徐凌、卢伟孙等 26 位龙

泉陶艺家的作品。这些青瓷艺术家们的作品器形雅致流丽、釉色清新

高雅、装饰纹样丰富、融现代与传统于一体，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收

藏价值。

龙泉青瓷始于五代，盛于宋，以其清澈犹如天空，宁静似深海的哥

窑、弟窑瓷器享誉海内外。2009 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悉，此次展览

将持续至 2011 年 1 月 24 日。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

以藏养藏有门道儿
钱国宏

邮票打折何时是尽头
许明罡

本报讯 （记者李琤）由北京

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与江

苏凤凰出版社、四川巴蜀书社共

同策划出版的系列丛书“千年藏

书大典”，近日在北京推出。

该套丛书以民间、私人藏书

为底本，原貌影印，不经任何删

减、篡改，囊括了清代六大著名藏

书家的毕生刊刻、收藏之善本，共

计 101 册。其中包括鲍廷爵《后知

不足斋丛书》、刘晚荣《藏修堂丛

书》、江杏溪《文学山房丛书》、潘

仕成《海山仙馆丛书》、孙星衍《平

星 馆 丛 书》、潘 祖 荫《功 顺 堂 丛

书》。据了解，“千年藏书大典”在

古籍选目的过程中，内容侧重于

国内稀见古籍文献，使一些珍本、

孤本得以流传。如清鲍廷爵所编

《后知不足斋丛书》收集了一些珍

贵的宋版典籍；《文学山房丛书》

目前国内仅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

书馆保存有它的完本，国内其他

各家图书馆或是保有几件散本，

或是基本没有收藏，其稀有性可

见一斑。

有关专家表示，此次“千年藏

书大典”的修订，抢救、保存和整

理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民间古

籍文献，不仅在文献学研究和国

内古籍研究文献的收藏利用方面

意义深远，更是民间力量对中国

文化遗产的一次保护。

“千年藏书大典”出版
收录清代六收录清代六大民间藏书家所藏善本大民间藏书家所藏善本

老版《水浒传》连环画

珠山八友之王琦《凤尘三侠》

即使今年所发行的新邮中出现了《红色娘子军》、《旅游旅行大会》

等高溢幅品种，但依然难掩大部分新邮打折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