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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春节画作 拍场可圈可点

石鲁《春节之夜》

林山中系列书画作品展
在泉州亮相

本报讯 林山中“觉�系列”书画作品展
日前在泉州市区威远楼举办。此次活动由

泉州第五中学主办，鲤城区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等单位协办，为泉州五中艺术节系列

活动之一。

林山中现为泉州五中美术书法高级教

师、鲤城区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鲤城区中

国画研究会学术委员。本次展览共展出林

山中“觉�系列”书画作品数十件，较好地展
示作者艺术创作的意念，以简易、变易和不

易“三易”分篇章。 （记者 李自涌）

中美协理事李耀林精品展
走进厦门

本报讯 记者获悉，厦门张雄书画院日
前举办“中国美协理事李耀林精品展”，汇

集李耀林近年来新近创作的精品力作数十

幅。李耀林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综合绘画

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秘

书长。他创作的中国画、油画，多以山水和

民居风景为主题，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

美国、意大利、法国举办了“洗礼都市心

灵”、“故园寻梦”个人水墨画和油画展。代

表作有《长江之源》等。 （记者 李自涌）

闽南工笔画院成立
并举办首届美术作品展

本报讯 记者获悉，“闽南工笔画院成立

暨首届美术作品展”近日在漳州举行。据了

解，闽南工笔画院的建立，旨在团结厦门、漳

州与泉州的工笔花鸟、山水与人物画家，共

同推动闽南地区的工笔画创作，合力打造一

个“工笔画特区”，专门发展工笔画，创造福

建的“国画品牌”。同日举行的“首届美术作

品展”则汇集了一批优秀工笔画家的精品力

作，囊括山水、人物、花鸟等共80余件，内容

广泛，主题鲜明，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前

往观看。 （记者 李自涌）

艺术动态

纪念项南同志诞辰
九十五周年书画展举行

本报讯 “纪念项南同志诞辰九十五周

年书画展”近日在福州画院举行。本次画展

由福建省老年书画艺术协会、福建省老区建

设促进会、福建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

联合主办。据了解，本次展览主办方共精选

95幅佳作，同时还包括了项南的10多幅手书

墨宝。作品是由电视纪录片《项南》摄制组

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的，应征作者范围广、

层次高。作者们自撰对联、诗句，挥毫泼墨，

以各具风格的艺术特色，充分表达了对项南

的崇敬之情。 （据福建美术在线）

名家
贺春

2013年秋拍，中国书画板块的

总体成交状况平稳。从上拍量、成

交量、成交额、成交率等多个指数来

看，环比出现小幅提升，但该板块没

有出现较为集中、突出的大行情，古

代书画、近现代书画、当代书画的成

交状况中均有亮点，但都比较分

散。业内人士大多认为，未来3年

至5年内将仍处于调整期，小幅波

动在所难免，而书画市场作为其中

大项，未来精品与普通作品之间的

价格将呈现两极化的趋势。

该季度，中国书画仍占拍卖主

导优势，成交状况优于2012年同

期。2013年秋拍中国书画板块所占

市场份额达56%，举办拍卖会的机

构数量为282家，专场数量为932

场，上拍数量185807件，占拍卖市

场成交份额的54.93%，同比增长

34892件，环比增长46468件。从成

交状况上看，2013年秋拍，中国书画

板块成交数量及总成交额都有所提

升，即78655件拍品成交，成交率为

42.33%，共收获177.7亿元，占2013

年秋拍中国艺术品市场的53.35%。

古代书画：回暖明显，
稳中求升

占中国书画拍卖市场份额约

20%的古代书画板块，在2013年秋

拍中表现出稳中求进的趋势。2013

年中国书画成交TOP50榜单中，古

代书画就占据了19席，成交额占比

为40.82%；高价作品数量层出不穷，

文征明的行书《杂咏》手卷在中国嘉

德以5117.5万元成交，陈洪绶的《花

鸟草虫册》在上海朵云轩以4577万

元成交，祝允明的《秋兴八首》在北

京华辰以2645万元被拍出。除了

精品能够继续得到市场的认可外，

像两宋书画这样在中国古代书画市

场上较为少见的作品，在2013年秋

拍中成为一大亮点。北京保利推出

的“仰止——马远重要作品”专场不

仅交出了白手套，其中《松岩观瀑

图》和《高士携鹤图》更分别以

4082.5万元和2472.5万元的高价成

交。此外，该季度宋代帝王书画也

颇为走俏，并且有继续上扬的趋势：

作品上拍150件，成交85件，单件均

价达到548万元，其中宋徽宗的《写

生珍禽图》（手卷）以6171.2万元成

交，宋理宗的《楷书浅沙流水联句》

（册页）以4255万港币易主。

事实上，中国古代书画板块，长

期以来以明清时期的书画作品为

主，2013年的秋拍也不例外。而与

以往不同的是，清代帝王书法持续

升温，尤以乾隆帝作品最为抢眼。

2013年秋拍，北京保利的“乾隆皇帝

的文化大业”专场上，乾隆帝《御临

唐寅�文征明兰亭书画合璧》以
5462.5万元成交；在中国嘉德的“中

国古代书画”专场，乾隆帝的《临蔡

襄稼村诗帖》以943万元成交。清

代帝王书法作品中，乾隆的书法上

拍数量最多。究其原因，这与乾隆

帝一生创作的书法作品数以千计，

流传后世的作品自然也最多，有着

更为充足的收藏基础。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书画板块

市场交易活跃度在未来将持续平稳

发展。分析其中原因：首先，中国古

代书画中备受市场追逐的作品大多

是流传有序、少有曝光甚至是从未

曝光的精品，其资源的稀缺性决定

了中国古代书画市场在经过20多

年的挖掘后，资源几近枯竭，难以为

继，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其次，市场中原先流通的古代书画

精品正在沉淀，流入终极藏家手中，

甚至成为博物馆、美术馆的藏品，再

流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且周期

会比较长。因此，2013年秋拍及未

来，中国古代书画市场总体会一直

处于“稳中求升”的状态。

近现代书画：小幅震
荡，仍处深度调整期

相比于资源稀缺、鉴定困难的

中国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一直作

为中国书画的中坚力量。而在2013

年秋拍，由于精品名作减少，这一板

块呈现出不温不火的态势。以雅昌

艺术监测中心取样18154位中国近

现代书画家中，2013年秋拍，总成交

额为63.55亿元，占该季度中国书画

市场成交份额的35.76%，同比2012

年秋拍减少17.27%；成交率仅为

41.66%。雅昌“近现代名家指数”也

比上季度下降了7%，为10939点，24

位样本艺术家中9位艺术家指数处

于下滑通道：其中陈少梅的作品指

数下降幅度最大，为42%；吴湖帆的

作品指数下降38%，张大千书画指

数以36%的降幅位居第三。此外，

近现代书画的5大画派指数分布

中，京津画派、海上画派、新金陵画

派3大画派的指数均出现下调，仅

有长安画派、岭南画派的指数则有

所上升。而精品佳作、藏家专场仍

然备受市场青睐。该季度，黄胄无

疑是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最为火爆

的艺术家，成为继张大千、齐白石、

徐悲鸿、李可染、傅抱石之后，又一

位作品过亿的近现代画家。

而与众人熟知的近现代名家不

同，2013年秋拍上还出现了不少生

面孔，也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典型

代表则是北京匡时推出的“钱化佛

作品暨‘万佛楼’藏画专场”，共上拍

130件作品，成交率为100%。

当代书画：专场成交
率高，中坚市场交易活跃

2013年秋拍，当代书画板块的

整体成交状况不如同年春拍，受经

济大环境的影响，加上2012年中国

文物艺术品市场进入调整周期，以

及当代书画板块中的名家作品其价

位也已处于较高价位等多重因素，

致使投机者逐渐退市，当代书画市

场的成交状况趋于理性回归。

该季度，中国当代书画整体呈

上升发展态势，而高端作品市场缺

位。雅昌艺术监测中心取样的

32870位当代书画家，于2013年秋

拍卖总成交额达49.94亿元，占该季

度中国书画市场成交份额的

28.11%，同比增加20%。

虽然2013年秋拍中，当代书画

板块中没有诞生耀眼“明星”，但该

板块专场成交率却不低，这说明当

代书画的收藏群体并未退场，且基

础稳固。中国嘉德推出1场当代书

画的专场，共上拍119件作品，成交

数量为101件，成交率为84.87%；北

京保利共开设4场当代书画专场，

共上拍405件作品，成交数量为345

件，总成交额为1.9亿元，成交率为

85.18%；北京匡时也推出1场当代

书画的专场，共上拍199件作品，成

交数量为 166件，总成交额为

7996.325万元，成交率为83.42%；北

京荣宝同样推出1场当代书画的专

场，共上拍198件作品，成交数量为

163件，总成交额为5771.13万元，成

交率为82.31%。

此外，中坚阶层的艺术家其作

品成交率还有小幅提升。以2013

年秋拍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

时、西泠印社等多家大型和中型拍

卖公司推出的当代书画专场，从中

取样在这些专场上多次出现的26

位艺术家为例，该季度作品成交率

同比、环比均上升的艺术家有10

位，且增幅明显；持平的艺术家有4

位；而成交率同比、环比均下降的艺

术家有10位。此外，当代书画板块

交易最为活跃的区间100万—500

万元内，其中上拍的作品整体质量

得到优化，买家购藏热情未减。这

一方面说明资本炒作“退烧”，以及

藏家对当代书画审美标准及其艺术

价值认定日趋成熟、客观。另一方

面，中坚艺术家作品市场的稳中有

升，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书画板

块的成交状况，成为这一板块持续

发展的有效动力。 （本报综合）

齐白石《花实各三千年》（局部），
成交价3450万元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甲

午年春节了。近年来，采用

春节为题的名家画作，以应

景的高调姿态走俏拍场，成

为艺术品收藏市场中的“绩

优股”，其表现可圈可点。

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两幅

经典之作，共贺新春。

2010年北京匡时春

拍，推出了一件石鲁的《春

节之夜》。石鲁是中国20

世纪美术史上最具代表性

的艺术大师之一，一生致

力于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

事业，大胆进行艺术探索，

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

伸向生活”，以敏锐的思想

力度和超人的创造锐气创

作了一批绚丽夺目的崭新

中国画，奠定了其作为“长

安画派”领军人物的地

位。在这幅作品中，作者

只用寥寥数笔，一个个形

象饱满、鲜明生动的人物

便跃然纸上，充分表现了

春节之夜的喜庆场景，给

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与氛

围。特别是其中所画人物

面部，只用二笔点出了眼

睛，其余五官一概不画，真

是惜墨如金。画人物正面

不画五官，这似乎是违背

常理的，但在这里却有着

生活的依据。与此同时，

画家用连续疾速的弧线笔

触准确地勾画出了孩童兴

奋运动的身体，惟妙惟肖，

动感十足。上拍时，这件

作品的底价为70万元，最

后以高出近两倍价格的

134.4万元成交。

还有一件为香港苏富

比2009秋拍的拍品，著名

人物画家徐操作于1956年

的《贺春节》。此帧作品一

改其惯用的细线长描，人

物刻画朴实拙趣，浓郁的

年画构图跃然而出，但又

不失大家的挥洒气质，画

面气息利落而优雅。咫尺

间人狮翻飞，节日的喜庆

令人动容。最后以88.1万

元的价格被藏家慧眼收入

囊中。 （记者 李自涌）

火鼎公婆
画说
泉州

作 品 名：闽南风情
作 者：泉州画院专职画师吕超然
尺 寸：53×57厘米
拍 卖：福建静轩拍卖2014迎春艺术品拍卖会
专 场：中国书画专场
估 价：0.5—1万元
“火鼎公火鼎婆”为涂脚戏项目之一，是泉州民间庆

典、迎神赛会“踩街”、“妆人”游行中，一种深受群众喜爱
的民间舞蹈，至迟当不晚于清中后期已在泉州城乡普遍
流行，至今有近三百年历史。两位扮公婆者，抬着一口
架在木框上的大铁鼎，鼎中柴火烧得通红。伴随着民间
小调《十花串》（又称《流水板》）等乐曲的节奏，在“人巷”
中或快步飞穿或缓步前行，舞姿神态随意变化，颠而不
狂，醉而不痴，不时用蒲扇煽火鼎，一路上，做出种种滑
稽逗人的动作或用幽默语言惹得观众捧腹大笑。挑木
柴的跟随其后，亦步亦趋。这个舞蹈的寓意是盼望日子
过得兴旺火红。 （李自涌 整理）

市场信心回升 精品优势凸显
——2013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秋拍报告（书画部分）解读

日前，雅昌艺术监测中心公布了《中国艺
术品市场调查报告（2013年秋）》，报告显示，
2013年市场全年总成交额为643.24亿元人民
币，同比2012年增长16.46%。其中，秋拍（8至
12月）成交总额为333.08亿元人民币，比春拍
成交额略高，拍卖市场行情依然在春拍类似的
规模水平上平稳展开。本报特对本次报告中
的书画部分进行解读，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乾隆《临蔡襄稼村诗帖》，943万元成交

黄胄《幸福一代》（局部），成交价4025万元

徐操《贺春节》（局部）

石狮
艺苑

人物名片：林惠瑜，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泉州青年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任教于石狮鹏
山工贸学校。作品曾荣获福建省书画艺术节书法
铜奖、第五届泉州刺桐文艺奖书法三等奖、福建省
“海西交通安全杯”书法大赛铜奖、第三届福建省
书法篆刻作品展二等奖等，并先后入展第三届中
国书法兰亭奖“尧山杯”新人展、首届全国手卷书
法作品展、第七届全国楹联书法作品展等

我国的女书法家自晋朝卫夫人

起，代代绵历而下，为中国书法艺术

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种

种原因，其成就始终不能与男性书

法家相抗衡。幸运的是，方今盛世，

当代女性书法经过近几十年的发

展，书法家队伍日益壮大，艺术水平

不断提高，诸多女书法家由此脱颖

而出，为书坛增光生色，林惠瑜便是

其中声名鹊起的一位。

记者初见林惠瑜，温婉贤淑，小

鸟依人，性格腼腆而略有羞涩，一开

始以为她浸淫书法，只当为怡情自

乐。殊不知她在书艺上也有如此造

诣，只是为夫君林景辉的盛名所

掩。说来有趣，从古至今，很多艺术

家的爱情故事，连同艺术家本人的

作品一起，都会为追随者所津津乐

道，如赵孟頫与管道昇、谢稚柳和陈

佩秋等，林惠瑜与林景辉亦是如

此。采访时，记者不可避免地提及

这一话题，林惠瑜也只是笑了笑：

“就是因为书法，我才嫁给了他。”虽

然言辞不多，但记者依然可以想见，

在他们相识、相恋乃至步入婚姻殿

堂的过程中，正是书法成就了这对

不可多得的“艺术伉俪”。而他们豁

达率真的人生态度、丰硕的艺术成

果和鲜明的创作风格，也早已传为

美谈。

林惠瑜是传统的，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指她的品格心性，

和许多中国女性一样，以居内治家、

相夫教子为天职，全力支持丈夫的

事业；另一方面体现的则是她的艺

术追求，立足经典，但又不拘泥古

法。在根植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

上，师法名家、融会贯通，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风格。

记得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曾

有一言：“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

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

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

而精神始出。”作为一个书法家，最

基本也是最伟大的能力，就表现在

体现传统的同时能超越传统，而这

种能力的有无、大小，是决定书法家

能否在平常生活中升华出艺术生

命，以及升华的程度。林惠瑜的书

法创作，所临所创均能融入自己的

性情及理解，法古不泥，推陈出新，

这对一个女书家来说难能可贵。

在诸体书法创作中，林惠瑜的

篆书可谓其扛鼎之作，简单说来，既

有大丈夫气，又有小女儿姿。林惠

瑜的篆书创作，得益于先秦甲骨文、

金文中的悟道。总体而言，是既规

整端严、法会森张，又取诸怀抱、自

裁新出。我们能够在其书法中看到

中国传统书法的结字、笔法、章法等

谨严法度，同时又在这种法度中见

到书写者的新意，端庄而有流丽，刚

健而见婀娜。采访过程中，记者认

真观赏了林惠瑜体式大小不同的篆

书作品，深切感受到她不求表面浮

华，但求自然流露的劲爽大方，秀而

不媚，有一种内在的活力，经得起观

者细品。

笔墨取于物，发于心，为物之

象，为心之迹。林惠瑜的书作即为

其心迹表露，其贵在于始终以平和

的心态，坦然进行着书法艺术的学

习和探索，使作品洋溢着生命的活

力与内在的气韵美。在眼下书法家

如林的时代里，要想木秀于林实属

不易，而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当今书

坛，女性要想成名成家更难。我们

很难想象林惠瑜在这些光环背后所

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的是，林惠瑜已经收获了属于

她自己的梦想，并将在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远。 （记者 李自涌）

兰心蕙质
端庄流丽
——记中书协石狮会员林惠瑜

热点
聚焦

小篆《周邦彦词玉楼春》扇面

大篆《梵唱 渔歌》对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