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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湘潭市委宣传部、湘潭市

文化产业协会、湘潭市收藏协会主办的

文产专题讲座开讲。针对书画收藏的

热潮，美术评论家于万金作了“文化的

力量——关于结构转型和书画收藏”讲

座。讲座中，于万金就书画收藏投资优

势、书画收藏过程中的风险把控、如何

培养书画收藏投资眼光等问题一一为

收藏爱好者作了解答。

“一面墙”经济

于万金认为文化所创造的产能和

价值是任何手段、任何传统产业无法比

拟的。从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他提出

“一面墙经济”的观点。

一直以来，在西方国家家庭的资产

配置中，房产这类固定投资占三成，艺

术品收藏占七成，而在中国却相反。当

今，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关注和扶持力

度的加大，艺术品收藏也水涨船高，越

来越多的家庭将书画等艺术品收藏作

为家庭投资理财的一个重要手段。由

此，于万金提炼出“一面墙经济”的概

念：即家庭在装修时留出一面墙，收藏

一幅名家的作品，若干年后这幅画作的

价值将超出房产的价值，这类资产配置

也是一种精神财富的积累，书画收藏是

可以让几代人延续下去的希望行业，引

导人们从物质追求跨越到精神追求。

“一面墙经济”就是体现一种家庭与艺

术融合，与无形资产结合的做法。它所

带来的价值甚至超出人们的预期。

“国内收藏市场开始理性回归”

中国书画收藏由来已久，在著名的

“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等稳定繁荣的历

史时期已经形成了文人字画的收藏氛

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资产。如今，全国

艺术品收藏领域活跃有 8000 多万人，年

艺术品交易额超 3000亿元，涌现出山东、

甘肃等书画收藏大省。其中山东青州市

年书画交易额超 300 亿元。“大众收藏的

热潮在全国已经形成。”于万金说。

初涉收藏的爱好者如何判断走势，

怎样培养自己的投资眼光，于万金提出

了三个方面的指导性原则。首先要有

大市场的视野。大市场是全局，小市场

是局部，有大市场价值的必然能占领小

市场。其次要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

利益的关系，做收藏总的来说还是要向

远看。最后是要处理好前 10 年和今后

10年的关系。

目前，全国书画收藏市场正处在前

10 年向后 10 年过渡的关口。“前 10 年”

说的是盲目和不理性的收藏阶段。部

分美术家、评论家出于一定目的误导收

藏者，给出了错误的预期，伤害了收藏

者的利益。“后 10 年”则是考眼力和判断

力的理性收藏时期，初入领域的书画收

藏爱好者要多跟资深藏家学习，培养自

己的投资眼光。“从投资增长幅度来看，

前 10 年几乎达到 300 倍至 400 倍的增

长，10 年前一幅美术作品可能 200 元不

到，现在可能涨到 6 万元至 8 万元。后

10 年没有这么大的增幅，大概保持在 10

倍至 20 倍的增幅，但投资回报率比以前

大。”于万金预测，2015 年至 2016 年，名

家 的 作 品 将 有 50% 至 100% 的 增 长 回

报。2017年至 2018年后将会出现平落。

他 认 为 ，现 在 收 藏 队 伍 越 来 越 壮

大，投资者眼光越来越精准，加上政府

关注、跨界融合等外围力量的推动，将

为后 10 年“文气”“贵气”的书画收藏市

场铺平道路。

“湖南收藏市场潜力巨大”

于万金认为书画收藏一定要带着

理性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去判断画

展和艺术作品的优劣。当今书画收藏

界存在画家自我炒作、经纪人主张炒

作、理论家协同炒作、在不恰当时机走

入市场或走入不合适的行当等问题。

“中国画是人性的艺术，好的画作一定

是一个画家道德的体现和灵魂的注入，

收藏好画、培养好画家才是发展书画收

藏的关键。”

同时他表示，书画收藏的方向要明

确。艺术家会是时代的丰碑人物，大画

家是沿着中华民族的文脉走出来的，创

造了自己历史的人物；画家则是能画出

画作，画出所见所感；美术工作者和从

业者还在探索阶段，暂未有很深的造

诣，未形成自身的艺术风格。他认为艺

术家、大画家和画家的画作目前来说会

更容易升值。另外，书画收藏投资的不

仅是经济价值，更是知识和品位的体

现。投资者要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艺

术修养，了解中国文化，提升艺术鉴赏

能力，坚定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立场。投

资过程中要避免赌博心理，去除功利做

法，逐步回归到理性状态。

谈到湖南收藏市场的现状及发展，

于万金认为湖南文脉深厚，具有先天优

势。企业、金融与文化艺术广泛融合，

形成了良好的文化艺术范围。同时很

多湖南人的眼光已从家乡转向了全国，

视野逐步拓宽，湖南书画收藏市场的潜

力将是巨大的。

艺术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传递正能量：湖南广电推出系列亲子教育节目
邓雅琴

湘潭举办书画收藏专题讲座

引导书画收藏者回归理性
张 英

长沙西湖文化园特色吸引游客

《一年级》、《爸爸去哪儿》、《变形

计》……随着湖南广播电视台多档电视

节目的持续热播，“萌娃”成为 2014 年电

视电影中的关键词，少儿教育、亲子教

育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一年级》收官之

后，又一部关注儿童成长，带有“激烈冲

突”的真实故事片《宝贝，对不起》即将

走进观众视线。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教

育题材影片以孩子影响孩子，不僵硬说

教，将心比心弘扬真善美，可谓是对未

成年人教育的有效“偏方”。

12 月 26 日，湖南卫视原创校园纪实

节目《一年级》播出大结局。几个月来，

节目组深入校园，来自 36 个家庭，性格

各异的一年级新生和他们的老师、家长

将一个个似曾相识又与众不同的故事

饶有趣味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该片在

全国各地举办的看片研讨会引起社会

关注，教育学、社会学等各领域专家学

者 共 同 探 讨 一 年 级 教 育 中 的 各 种 问

题。来自湖南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赞

誉《一年级》贴近生活，给社会带来了正

能量。

“小主角”陈思成、西蒙子、马皓轩

抢着对小花老师诉衷肠，说“我爱你”；

王梓璇留在教室里为老师们折手工绢

花，因太晚不敢回宿舍而号啕大哭……

孩子们对老师的思念写在脸上，挂在嘴

边，刻在心里。研讨会上，湖南省文联

名誉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彭见明表示：

“无论艺术、电视怎么做，都要贴近生

活、时代，要接地气。”他认为《一年级》

的观察角度细致入微，能吸引更多人关

注亲子教育。“生活中不是没有美，是没

有发现美的眼睛。节目将聚焦对准孩

子，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展现思念之

美、团结之美，给人以美的享受。”冰心

散文奖获得者刘克邦先生认为《一年

级》通过一个个主题游戏展现孩子们的

宽容、包容，孩子得到一点爱便会加倍

地感恩，这种情感犹如青草红花一样美

丽，没有瑕疵！

“ 家 就 像 一 个 人 一 样 ，一 直 和 我

在一起。”“风景这么美，还要去上学，

你 不 觉 得 崩 溃 么 ？”充 满 童 真 的 语 言

时而让人捧腹，时而让人飙泪。12 月

27 日，湖南广电电视剧频道参与制片

的《宝贝，对不起》在长沙举行媒体看

片会。影片放映完，不少记者都红了

眼眶。

《宝 贝 ，对 不 起》未 映 先 红 ，斩 获

2014 中美电影节金天使电影奖。该片

将在 2015 年 1 月 31 日上映。电影奖组

委会负责人表示，这是一部大胆且具

开拓精神的现象级作品，具备社会人

文价值意义的暖心之作，不仅有商业

市场的娱乐属性，更有尊重电影艺术

品质的内容干货。

“文 化 艺 术 不 能 当 市 场 的 奴 隶 ”，

《宝贝，对不起》关注到电影的社会价

值，“我们要做真善美的高尚娱乐。”导

演潘礼平表示，这是国内第一部真实故

事片。来自明星家庭养尊处优的孩子

来到穷困山村与“苦娃”同吃同住，互助

成长，就像《爸爸去哪儿》与《变形计》的

合体。不同于真人秀电影，无剧本、无

布景、无台词设计，没有“秀”、没有“表

演”、没有“任务”，所有角色表现出最真

实的状态。所有喜怒哀乐、痛哭流涕、

美态丑态全在镜头前爆发。影片主角

王艳看到 8 岁的儿子球球摔得屁股朝

天，饿得眼睛发花数次落泪。因为没有

刻意的设置环节，拍摄过程中的每一个

下一秒都是未知。近 500 人扛着笨重

的电影设备，在深山老林里跋山涉水，

每天十几个小时跟拍，因为不知道明天

的拍摄会有怎样的挑战和变化，跟拍期

间他们几乎没睡过一个踏实觉。这样

大胆的表现形式，在国内电影业中当属

首屈。

电影的价值不仅在于赚到票房，更

是 其 对 整 个 社 会 及 人 们 思 想 观 念 所

起 到 的 正 确 引 导 。 无 论 是 一 档 电 视

节目还是一部电影，让人们关注到农

村留守儿童，帮助他们战胜生活中的

种种困难；让城市中的孩子更珍惜自

己 的 幸福生活；让父母更了解自己的

孩子……湖南广电的镜头传递出一种

观点，给孩子幸福的生活，不如给孩子

获得幸福的能力。将对社会的大爱和

对家人的亲情融入其中，真情流露，真

心纪录，真爱奉献，仿佛一部部家庭成

长的教科书，作品的责任感与人文关

怀尽显无疑。

《宝贝，对不起》中演员王艳的儿子球球在贵州农村的“艰苦生活”

12 月 25 日，湖南省青少年活动

中心剧场欢歌笑语，长沙市天心区

2014 年群众文化活动颁奖典礼暨迎

新年文艺汇演在这里举行。今天的

主角是刚刚评选出的“十佳文艺团

队”“十佳文艺人才”“十佳文艺精品”

等来自各个街道、社区及学校的基层

文艺团队。一年来，天心区群文活动

以“欢乐潇湘，乐在天心”为主题，“草

根”文艺团队活跃在大街小巷。

今年，天心区校园文化进社区活

动精心搭建起校园文化与社区文化

交流的平台，举办了长沙市首个演艺

专场。脸谱创意画、“湖湘非遗”茶文

化、微电影等系列文化课堂把 12 类

主题讲座送到社区群众家门口。在

天心区文化馆的积极策划组织下，校

园里的孩子们充满青春活力的演绎，

让群文活动全年“不打烊”。全年校

园文化进社区活动覆盖人群达 30 多

万人次，实现了“学校社区齐参与，学

生市民共享受”。

“郎在外间打山歌，姐在房中织

绫罗……”湖南知青艺术团合唱团的

《郎在外间打山歌》唱响了剧场、唱醉

了观众。为展示湖湘文化特别是长

沙民风民情，合唱团特地请著名作曲

家刘振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长

沙山歌《郎在外间打山歌》编成合唱

并带到世界舞台。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舞蹈《第八班教室》获第九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金奖，天心区文化馆选送

的歌曲《潇湘渔歌》获长沙“五个一工

程”奖，广场舞达人孔淇成为全市基

层群文活动的典型。2014 年，天心

区开展了“欢乐潇湘”文艺展演、广场

舞大赛、校园文化进社区及高校艺术

节等系列文艺活动，掀起了一波又一

波群文活动热潮，实现了文艺创作

区、街、团体、社会“四手联弹”，推出

大批群众文艺精品力作和优秀人才，

展现了“文化新区”群文活动的一个

个亮点。

本报讯 12 月 26 日，长沙西湖

文化园正式对市民开放。28 日，在

这里举办了邀市民参与幸福三公里

家庭环湖健走，幸福绿色植物认养，

幸福市集——爱心跳蚤会、创意手

工市集、公益项目市集三大公益主

题活动。吸引了 2700多人参与。

西湖文化园东至滨湖路，西抵

龙 王 港 ，南 靠 枫 林 路 ，北 临 咸 嘉 湖

路，湖面面积约 1087 亩。文化园以

环保与文化传承为主题设计规划，

成为以水资源为特色的城市核心区

域景区和开放空间廊道，为市民提

供文化娱乐与休闲漫步的独特空间

体验。如“花洲岛”以观花为主景，

地形延续牛形山的山势至西湖内，

形成连续的山水景观。“龙舟台”设

计体现了西湖渔场和传统龙舟文化

的印记，并与东北侧的王陵公园形

成历史轴线。沿湖行，还将经过枫

影地、秀广场、以品花为主要景观特

色的品花阶等各景点。

西湖文化园除了有传统公园的

景 观 园 林 ，还 将 是 一 个 集 旅 游 、休

闲、文化、娱乐、消费为一体的大众

休闲游憩场所。公园的西北侧规划

建成了一条创意文化商业街，街区

总建筑面积 7 万余平方米，将配套商

业、文化、休闲等多种业态，引入创

意 书 店 、影 院 、运 动 中 心 等 主 力 品

牌，为市民提供休闲体验。

（凌英英 王佳韵）

山背花瑶梯田展原生态之美
本报讯 12 月 23 日，广西桂林

梯田旅游与民族旅游专家王力峰教

授一行前往湖南溆浦山背花瑶梯田

里的湿地公园，经考察，他们认为这

里水源丰沛，生态秀美，具备了申报

国家湿地公园的条件。

始建于汉代的山背花瑶梯田，

不仅是全国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的

原始梯田之一，更有全国海拔最高、

面积最大的高山湿地和绝无仅有的

花 瑶 原 居 民 族 。 其 主 景 区 绵 延 15

里、面积达3万亩，因其雄伟、辽阔、壮

丽、秀美和特有的特色花瑶文化而著

称。古朴、精致、极富文化内涵的花

瑶挑花于 2008 年 6 月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梯田山脚下，还有世界罕见而奇特

的龙头“蚕灯”和无尾“吆喝灯”等民

间彩灯，为这块神奇的土地增添了诱

人的光影。 （谢 兰 何国喜）

长沙将办大学生曲艺大赛
本报讯 12 月 23 日 ，长 沙 市

2014 年大学生曲艺大赛暨“曲艺进

校园”巡演新闻发布会举办，长沙市

曲协主席大兵向大家介绍了大赛及

巡演活动方案。根据组委会统一安

排，报名截至 2015 年 4 月底；5 月至

9 月，将举行大赛初评、决赛，采取

以长沙高校曲艺社团为主、省内高

校优秀曲艺社团为辅的形式，发掘

大 学 生 曲 艺 新 人 新 作 。 9 月 至 12

月，将举行 10 场“曲艺进校园”高校

曲艺巡演。

“立足长沙，面向全省，我们争

取在一到两年内做成国字号的高校

曲艺大赛。”大兵说，他曾看过这些

大学生曲艺社团的演出，表演的节

目及原创实力让他颇为“震惊”。本

次活动由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市文广新局、共青团长沙市委、

湖南省曲艺家协会联合主办，长沙市

曲艺家协会、湖南省曲艺家协会高校

曲艺联盟共同承办。 （谢 兰）

俄罗斯女画家在长沙举办画展
本报讯 12 月 27 日上午，由湖

南女子学院、湖南省女画家协会、湖

南 省 青 年 美 术 家 协 会 联 合 主 办 的

“最后一吻：俄罗斯艺术家作品展”

在 长 沙 力 美 术 馆 开 展 。 本 次 画 展

展 出 的 全 部 是 俄 罗 斯 当 代 优 秀 女

画 家 卡 斯 佐 娃·优 里 亚·弗 拉 基 米

洛 芙 娜 的 作 品 。 湖 南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主 席 朱 训 德 和 众 多 美 术 爱 好 者

参观了展览。

卡斯佐娃·优里亚1983年生于俄

罗斯叶卡捷林堡，原是圣彼得堡大学

的一名教师，现任教于湖南女子学

院艺术设计系。在展出的 43 幅作品

中，有她在中国的写生创作，也有从

俄罗斯带来的作品。其绘画风格清

新高雅，刻画细腻精到，人物形象既

有造型美，又具内在美；既富含民族

传统底蕴，又充满新时代气息，让观

众体会到亲近和感动。 （田立宪）

桂阳县举办第三届文化艺术节
本报讯 12 月 11 日至 30 日，第

三届桂阳文化艺术节在郴州市桂阳

县举办。美术、书法、摄影、奇石等

展览艺术类作者 200 多人参加，征集

作品 500 余幅；舞蹈、音乐、小戏小品

等舞台艺术类创作排练节目 200 余

个，演员 6000 多人；文学阅读类征集

文章 200多篇，参与作者近 300人。

从 2008 年开始，每三年一届的

桂阳文化艺术节均由桂阳县委、县政

府举办，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广新局承

办，文化艺术节十分注重全民参与、

全民共享，每届参加演出和创作的人

数都达 6000 人以上。桂阳文化艺术

节现已成为当地文化惠民、文化送春

风的有效平台和载体。 （吴淑姝）

12 月 28 日晚，中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礼堂座

无虚席，由中南大学团委和湖

南知音合唱团联合举办的《新

年音乐会》在这里举行，中南

大学学生艺术团和湖南知音

合唱团先后表演了混声合唱、

歌伴舞、女声二重唱、女声表

演唱、独唱、管弦乐合奏等节

目，赢得了 1000 多名师生的

阵阵掌声。图为节目中的湘

剧合唱《沁园春·雪》，由国家

一级指挥周祥辉指挥，知音合

唱团伴唱，中南大学交响乐团

伴奏，湘剧表演艺术家、国家

一 级 演 员 王 永 光 领 唱 。

文卫 摄

颁奖典礼上知青艺术团演出

的《百花争妍》

长
沙
天
心
区
群
众
活
动

长
沙
天
心
区
群
众
活
动

长
沙
天
心
区
群
众
活
动
扎
实
开
展

扎
实
开
展

扎
实
开
展

﹃﹃
草
根
草
根
﹄﹄
频
登
领
奖
台

频
登
领
奖
台

邓
雅
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