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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瞭望】

古代书画的升值空间预测

【藏品经典】

年画欣赏

【钱币收藏】

生肖币隐藏了12年的秘密揭晓

从今年的拍卖行情看，古代书画仍
然是重头戏之一，古代书画的表现，就是
屡屡被提起的话题。

统计数据显示，相较于2018年春拍
表现，2019年春拍的古书画行情要逊色
不少。在北京保利2018春拍中，还曾有
一幅《汉宫秋图》拍出了 1.24 亿元，而
2019年春拍古书画中并未出现破亿元的
作品，最高价是由北京保利的恽寿平《花
卉册》创下的7475万元。另一家行业巨
头中国嘉德的最高成交价同样出现下
滑，2018年拍出的古书画最高价为钱维
城的《花卉册》6670万元，而今年的最高
价是石涛《浅绛山水花卉册》的4542.5万
元。此外，作为古代书画领域中的“明
星”，《石渠宝笈》拍品的表现也未能创出
奇迹，甚至出现“滑坡”迹象。

众所周知，《石渠宝笈》著录的绝大
部分作品被收藏于国内外知名博物馆，
现已面世的《石渠宝笈》珍品为早年经由

各种渠道散佚之作，数量极少，甚是稀
缺。因此，每有“宝笈”作品面世，便能引
发收藏市场的广泛关注。可以说，“石渠
宝笈著录”已成为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和
天价的代名词。根据国内各大拍卖行今
年春拍前期公布的焦点拍品阵容统计，
共有三家大型拍卖行重点介绍了四件
《石渠宝笈》鉴藏的作品上拍。成交数据
显示，北京保利推出的董其昌《松杉茆堂
图》手卷和清宫廷画家合绘寿意图册（十
二开）均顺利成交，分别收获了6785万
元和5750万元的成交价；西泠印社推出
的赵孟頫《滚尘马图》手卷，也拍出1265
万元；只有中国嘉德重点推出的陈继儒
《云岩萧寺图》立轴，遭遇流拍。笔者查
阅往年相关拍卖数据显示，这幅《云岩萧
寺图》立轴，曾在北京保利2010秋拍中
拍出5040万元，而此次再度亮相今年中
国嘉德春拍，拍前估价仅为3500万—
4500万元，却依然遭遇流拍。显然，这一

流拍也让另外3件已经“超千万元”成交
的《石渠宝笈》拍品失色不少。

对此，有业界人士分析认为，首先是
拍品质量有所下降，缺乏重器，今年春拍
中顶级的古书画相对较少；此外，古代书
画总体上还属于小众市场，虽然近两年
看似较热，但参与买家人数并不多，市场
基础仍有待培养。

尽管如此古代书画今春表现不太乐
观，但依然受到不少市场人士看好。艺
术品市场资深评论家朱浩云就明确指
出：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古字画的市场价
还远没有到位，中国古字画还有很大的
上升空间，不要说同西方名画相比，就是
同当代名家作品相比也有距离，这种错
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近几年，来源可
靠的中国古字画逐渐走红，并大有后来
居上之势，表明中国古字画正在走价值
回归之路。

王国良 中国年画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在古代，人们
在过年时会制作和张贴漂亮
的年画，年画的内容丰富多
彩，起到增添节日的喜庆气
氛的作用。

民间年画、门神，俗称
“喜画”，旧时人们盛行在室
内贴年画，户上贴门神，以祝
愿新年吉庆，驱凶迎祥。年
画是中国民间最普及的艺术
品之一，每值岁末，多数地方
都有张贴年画、门神以及对
联的习俗，以增添节日的喜
庆气氛。年画因一年更换，
或张贴后可供一年欣赏之
用，故称“年画”。

《一团和气》

在明宪宗朱见深绘制的
这幅《一团和气》中，左首为
一戴冠的道士，右首为一戴
巾的儒士，二人团膝侧坐，居
中一人则手搭两人肩上，光
头微笑，右手轻捻佛珠，一看
自是佛教中人。

构思绝妙的《一团和气》
内容源于虎溪三笑的典故，
乍看如同一人，细看实为三
人合抱相视而笑，揭示了儒
释道三教合一的主题思想。

《送客不过虎溪》

东晋时有位高僧法号慧
远，相传他曾住在庐山西北
山麓的东林寺中，结交甚广
的他为表潜心研究佛法的决
心，就以寺前的虎溪为界立
一誓约：影不出户，迹不入
俗，送客不过虎溪。

《吃饺子不冻耳》

冬至传说中以吃饺子不

冻耳朵最为流行，相传医圣
张仲景告老还乡，到家乡南
阳时恰逢冬至这天，大雪纷
飞寒风刺骨中眼见百姓耳朵
多有冻伤溃烂，心痛之余急
命弟子们搭起医棚。

《冬至吃饺子》

张仲景将羊肉、辣椒和
一些驱寒调料放锅里煮熟后
剁碎，再用面皮包成耳朵状
煮熟给百姓们吃下，这种驱
寒矫耳汤的吃食预防治疗耳
朵冻伤效果奇好，以后冬至
吃饺子便约定成俗。

《冬至大如年》

从冬至这天开始昼长夜
短，古人认为冬至是阳生之
日，阴阳的转化是上天赐予
的福气，也是一个吉日，因此
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三界公便》

道教将天、地、水三界神
格化为天官、地官、水官所统
辖的三界府署，民间称的三
界公便是天官、地官、水官，
三官也泛指三界众神。

《三元节》

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
官解厄，三官大帝的诞辰日
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
十五也被称为上元节、中元
节和下元节，简称三元节。

《神通》

人生在世难免遭遇苦厄，
在古代，信仰道教的和虽不信
仰道教却对其文化内涵有一
定认同的百姓，都很看重水官
大帝除困解厄的神通。

拥有一件黄澄澄的，摸起来油油润润、
沁得透透的黄沁作品，是和田玉很多爱好
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是，玩过和田玉黄沁的玉友一般都
会有这样的经历，好不容易找到一件颜色
漂亮、上手觉得舒服的，如获至宝似的收入
囊中，但过段时间却发现，越盘越干，简直
就像门口的鹅卵石，这才发现这是被化过
妆泡过油的，褪去了外表的人工油份，就只
剩下“石”了。

这是极端的，即便没有人工痕迹，但也
总免不了要么颜色不够漂亮，要么结构太
粗、玉质干的尴尬。想找一件称心如意的
黄沁就真的那么难吗？

不是每一件身着黄色的玉，都能称为
黄沁

我们得了解什么样的玉，才有资格被
称为黄沁。

首先，它得是玉，玉质感是第一位的。
不能是礓石，那些黄色沁入礓石之内，不能
称之为黄沁料。这样的材料就会出现上面
说的越盘越干的情况；

其次，颜色没有沁入内部，而只是浮在
表面的也不能称之为黄沁料，只能称之为
黄皮籽料。也就是业内人士常说的，把浮
于表面的籽料沁色叫做皮色。

只有颜色沁入玉石内部一定深度的籽
料沁色，才能叫做沁料。这种沁料颜色变化
自然，由外至内有层次浓淡的变化，越往玉
质内部，颜色就会逐渐变淡，所以很多玉料
原石切开后，只能看到外部是有沁的，中间
仍然是玉肉。市面上能看到一些黄沁作品
小巧精致，有些有可能是大料中切下来的局
部有沁的地方。

所以，如果一颗原料能够全部被沁透，
是非常难得的。

第三轮生肖纪念币，随着2020鼠年
纪念币在故宫盛大发布，向世人给出了
一个有关圆满的故事。

而关于第三轮生肖币，你又了解多
少？它小小的方寸之间，容纳了怎样的
天地？它们身上隐藏了12年之久的秘
密，今天，终于可以跟你坦诚相见了。

清华大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何忠教
授设计的第三轮彩色生肖币，全部设计方案
是在2008年经过多轮的评选而确定的。
因为人民币图案不能提前公布，所以这个秘
密只能通过12年的发行时间来逐步进行揭
密，这也给总公司及设计者一个巨大的考
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会造成人民币
图案的提前泄露，这是绝不允许出现的！因
此第三轮彩色生肖币只能在最后一枚鼠年
生肖币发行之日才能全部公布。

第三轮第一枚是牛年彩色生肖币，

记得当时可谓是
一币难求，大家都
惊艳于其与众不
同的设计，市场价
格也是一飞冲天，
单枚彩银币最高
涨 到 8000 元 左
右，一套彩色金银
直接破万，最高时
达到15000元，在
我们现在来看真
是无法想象的高
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对于
牛年生肖币的认同和赞美！

上一次的鼠年彩色生肖币老鼠额
头、耳朵和尾巴都采用了青铜器传统纹
样，有些小细节，真的很贴心，发现了的
人，都满心欢喜。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

过那只彩色鼠手上的葡萄，数一数，刚好
11颗。为什么，何忠教授说：“采用接纳
葡萄的动作造型，用以表现纳福的含
义。在中国传统吉祥文化里葡萄象征多
子多福，人丁兴旺。11是非常吉祥的所
谓黄金数字，象征长寿，万事顺意。”

清乾隆碧玉雕兽面纹出脊盖炉

清代乾隆皇帝好古，宫廷仿古之风
尤为盛行，其中陈设玉炉往往以先秦青
铜器为造型和纹饰的蓝本，既追求古器
的韵味，又融入皇帝审美情趣，气息华丽
而不失古雅，形成鲜明的宫廷风格。

盖炉以大块和田碧玉为材，腹部和盖
面设六组出脊，对称浮雕兽面纹，盖钮透
雕狻猊盘踞，炉身两侧置活环凤耳，下承
三足，雕刻技法纯熟，狻猊钮和凤耳形象
生动，磨工细润，当出自造办处良工之手。

清康熙/雍正玉雕双鱼洗

双鱼洗最早见于晋代青瓷，清康熙
至乾隆年间仿古之风盛行，于盘或洗内
装饰双鱼者，有瓷、玉等不同材质。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玉双鱼盘，盘
心雕双鱼，其外围阴刻篆书清高宗乾隆
三十一年御制诗“岁贡来回部，因材作器
徐。抵非几群鹊，置有一双鱼。谁击豪
宾铗，难寻远客书。中孚如玩象，慎德正
殷予”，可见乾隆皇帝对玉雕双鱼洗的喜
爱之情。该作品全器线条硬朗，尤其双
鱼之眼、鳍、鳞片等细节，雕工深峻，形象
鲜活灵动，与圆明园建筑中的石鱼接近，
外壁草叶纹则具有康熙至雍正时期宫廷
仿效欧风的典型面貌。

唐代文献中有金花银盘
之说，指饰有鎏金花纹的银
盘。《安禄山事迹》载，唐玄宗
曾赐安禄山“金花大银盘
四”。鎏金也称涂金，是把成
色很高的黄金锤击成薄片，然
后剪成细丝，放入干净的锅内
加热烧红，再倒入七倍于金丝
重量的水银里，搅拌均匀成泥
状，之后再放于冷却后的金泥
里加入硝酸，再切剜金泥并反
复涂抹在已刻好的纹饰上，涂
抹均匀后，用温水冲洗掉硝
酸，然后加以烘烤，并用水晶
或玛瑙不停研磨鎏金部位，使
原先金泥中的水银挥发掉，最
后把银盘的表面抛光，一件鎏

金器物就制作完成了。这件
狮纹银盘作葵花形，下面有三
足，盘中饰狮子纹，周边没有
辅助纹样，盘缘的花纹松散，
正是盛唐时期金花银盘所具
有的特征。

唐代银盘发现甚多，带足
者有10件，多数是三足，少数
为四足，保存完好的都是卷曲
式的足，如河北省宽城出土的
鹿纹菱花形银盘，日本正仓院
藏鹿纹葵花形银盘、折枝花菱
花形银盘，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出土的摩羯纹葵花形银盘
等。唐墓壁画中也有大量金
银器物的形象。房龄大长公
主墓前室壁画中就描绘了两
个卷足盘，一个为五足圆盘，
另一个是四足多曲盘，应是取
材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金银
器式样。

狮子不产于中国本土，主
要产于非洲和西亚。唐代之
前虽有狮子从西域进贡，但由
于路途遥远，到达中原很不容

易，而且这种野性猛兽不易豢
养，一般人很难见到。隋唐时
期由于丝绸之路繁盛，西域国
家向唐代皇家进贡的狮子也
随之多了，以致在唐代皇家禁
苑中豢养的狮子不绝。贞观
九年（公元635年）康国贡献
了一头狮子，唐太宗命虞世南
作《狮子赋》加以赞誉，赋中不
仅介绍了狮子运来途中的艰
险，也具体描绘了狮子的外貌
和威猛，“瞋目电曜，发声雷
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
当时更多的贡狮则来自吐火
罗、米国、波斯以及大食国等。

唐代经济繁荣，对外交往
频繁，工匠们融会贯通，汲取
外来文化的长处，将外来纹样
与传统纹样融为一体，纹饰逐
渐丰富，并创造了具有本民族
特色的器物，使金银器装饰纹
样、器型及制作工艺在唐代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件
狮纹金花银盘正是这种背景
下的产物。 赵永

《寒山子庞居士诗帖》是黄庭坚晚
年杰作，落笔奇伟 ，点画用笔的“沉着
痛快”，笔笔似自空中蕩漾而來，充滿飞
动之势。结体舒展大度，气宇轩昂，其
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此作用笔凝练而富有韵致，结字险
绝，敧侧中带安稳。常以一二长笔打破
空间布白，配合行气的错落，产生强烈
的动势。为黄庭坚代表书风，可谓风度

翩翩，自有一种风流。
黄庭坚书写时之特殊运笔动作，经常

因为动作过大而造成横画线条中间的断开。
黄庭坚所使用之特意伸长笔画，富

有荡漾之姿，变化无端。除了使结字更
有变化外，也打破行间的空白，使全作
的神彩更加飞扬。彼此相异的三点水
的写法，巧妙的安排与变化，都显示出
黄庭坚结字的能力与巧思。

一团和气

送客不过虎溪

吃饺子不冻耳

三界公便

神通

三元节

【精美玉石】

黄色的玉未必都称黄沁

【书画赏析】

黄庭坚晚年杰作《寒山子庞居士诗帖》舒展大度

《寒山子庞居士诗帖》局部 【文玩雅趣】

清代玉雕佳器赏析

【品玩趣说】

盛唐金花大银盘

唐 葵口三足狮子纹鎏金银盘

清乾隆 碧玉雕兽面纹出脊盖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