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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副刊名专栏

思绪在山水间飘荡

作 者：林容生
尺 寸：138×69厘米
创作年代：2006年
题 识：思绪在山水间飘荡，迷蒙的只有
花的笑容。丙戌新秋闽中林容生
钤 印：林、容生、丙戌二00六、天下太平
出 版：《当代中国画市场调查报告�林容
生》，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9月
拍 卖 会：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第
39期中国书画精品拍卖会
专 场：闲好�中国当代水墨
拍卖时间：2017年11月10日
估 价：9万元-12万元 （李自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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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蔡襄杯”闽台
中小学生书法大赛举行

本报讯 第三届“蔡襄杯”闽台中小学生

书法大赛日前在泉州举行。

本届大赛以“墨香连两岸，挥毫颂中华”

为主题，组织泉州地区在校中小学生参加。

本次大赛现场，受邀嘉宾共同创作了长卷书

法作品，来自4所学校的100多名学生也共同

挥毫，书写经典。

据悉，决赛将于7月21日举行，届时经过

初赛选拔的300名福建选手及30名台湾选

手，将通过现场命题、现场书写、专家评委现

场评审的方式进行比赛。 （记者 李自涌）

畬族银雕艺术作品展
精彩亮相

本报讯“无字千秋——畬族银雕艺术作
品展”日前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展。

此次展览，以闽东畬族银雕六代技艺传

承为主线，包含了新生文化、婚庆文化、寿辰

文化、茶器文化、酒器文化系列作品，共展出

作品39套。

据了解，闽东畲族银器及其工艺起源于

民间，又深受宫廷文化影响，既饱含民俗文化

中质朴、粗犷、神秘的色彩，又蕴含元代正统

银雕文化中造型新巧独特、纹饰雕工细腻精

美的高雅风格。 （记者 李自涌）

写生作品展
展现“番仔楼”风采

本报讯 近日，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龙

苍村举行了一场名为“惠籍书画家埭村番仔

楼”的写生作品展，展现龙苍埭村唯美的乡村

风情。

此次写生画展共展示了国画、水彩、油

画、书法近50幅精品，题材广泛，更是集中展

现了番仔楼独具特色的人文和建筑景观。

龙苍村埭村自然村是著名的侨乡，世称

“十户八九侨”。该村历时数代人，营建出一

处集中30多栋闽南古厝的古厝群，成为珍贵

的建筑文化遗产。 （记者 李自涌）

德化玫瑰青花白瓷作品
赴苏州园林博物馆展出

本报讯 日前，“寻�游园今梦——玫瑰青
花白瓷艺术展”在苏州园林博物馆举行，展出

40件德化窑玫瑰青花白瓷艺术作品。

据了解，本次展览展示作品以昆曲、江南

仕女等元素点缀园林文化，引领游客体验园

林文化，让观众在游园过程中，更深入探寻当

今返璞归真的园林生活。并且通过本次展

览，苏州与德化两地将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

的交流，推动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深度融合，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作出新

的贡献。 （记者 李自涌）

视频直播
成艺术品交易新热土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

发展的浪潮，各类视频直播平

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互联网

的飞速发展也给艺术品交易带

来了发展机遇，并在年轻群体中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在各地

众多古玩城面临倒闭、微商已然难

成气候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文玩艺术

品商家转战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平台

也成为商家艺术品交易的下一个领

地。

“最开始先是在微信上进行售卖，

七八个人的团队每个号全都能加满

5000人，我们是第一波做微商的，那时

也是微商最火爆的时候，但从去年开始，

微信上的销售量持续下滑，所以今年团

队开始在YY语音上进行视频直播，在实

体店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来售卖我们的

文玩艺术品，每天大概六小时左右。”北

红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刚这样告诉

记者，“一般来说每天线上都有100多人

关注我们的直播，好的时候能达到300

多人，这对一个以卖文玩艺术品为主

的主播来说还算不错的，好的时候一

天能卖两三万元，实体店很难挣到这

个数。”

除了商户自发在平台上进行

直播售卖外，面对市场中与日俱增

的商家需求，还出现了一些专门

以艺术品交易为主的视频直播

交易平台。

华夏捡漏App就是依

托华夏收藏网资源，率先将

视频直播与艺术品拍卖

形式相融合的垂直领域

直播平台。记者试用该App后了解到，

该平台的视频直播拍卖每场围观人数基

本在千人以上，参与者竞价踊跃，直播的

商家一边对拍品进行详细讲解，一边回

答参拍人的问题，除了俊男美女主播，有

些商家还会针对不同的专场请业内知名

专家担当主播，增加视频直播的专业性、

权威性，但参拍的文玩艺术品相对标的

较低。

华夏收藏网运营总监陆婷表示，相

较于之前的线上交易形式，视频直播从

之前的文字、图片转变为现在视频直播

模式，大家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会变得更

高。

线上交易通病难改
视频直播这种交易形式把实时交互

性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直播的过程中，

买家可以随时发消息与主播进行沟通，

并且突破了以往淘宝平面的图文交易形

式，无论是商品展示还是内容展示都更

为立体。卖家可以全方位地展示艺术

品，买家通过屏幕可以看到没有经过PS

的艺术品实物展示。主播可以通过对艺

术品进行讲解来树立个人形象，从而吸

引更多的粉丝。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

艺术品交易被注入了娱乐化的元素，一

改人们印象中紧张严肃的拍卖现场，降

低了买家参与的难度，也降低了商品交

易的价格，更多地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

安刚表示，“同样的东西能否卖得好

还是要看主播的个人魅力，在直播的过

程中也会配合一些收藏知识的科普，我

们还会现场免费加工，这也是大家非常

喜欢看到的。”

在视频直播艺术品交易异常火爆的

今天，这种新型的交易模式在点燃资本

和大众热情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隐患。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购买艺术品

如何确保真伪与如何保障消费者权益一

直都是一个待解的问题。许多买家往往

不具备藏品鉴定能力，容易出现买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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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些自发在直播平台上进行视频

直播交易的商户告诉记者，常有买家不

信任的情况出现。

谈及如何取得买家信任的问题，安

刚告诉记者，一开始会有很多存在不信

任心理的买家，有要求看实体店的，也有

要求看营业执照的，“对于买家的担心我

们充分理解，我们会满足买家的要求并

耐心为他们讲解如何辨别真伪”。

除了买家的信任危机之外，视频直

播也存在着所有线上交易的通病，即藏

家难以获得真实的交易体验，无法亲眼

看到或触摸到进行交易的艺术品。对此

北京工商联收藏商会秘书长陈鹏认为，

视频直播艺术品交易因缺乏真实体验的

劣势，目前仅限于较低金额的艺术品。

细分化规范化未来看好

在泛娱乐化的直播平台上，不少商

家会出现卖假或是依靠低级趣味吸引眼

球的情况，对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明确

规定了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

“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互联网

直播用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等方式

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对互联网直播发

布者进行基于身份证件、营业执照、组织

机构代码证等的认证登记。

这一规定的发布在一定程度上对艺

术品交易行为进行了规范，但是在泛娱

乐化的视频直播平台上，如何保证艺术

品真伪以及解决买家不付款的情况，依

然没有相关的政策给予保护。

陈鹏表示，视频直播进行艺术品交

易颠覆了传统的线下交易或是电商模式

的图文交易形式，目前泛娱乐化的视频

直播平台层出不穷，但是专业化细分化

是未来视频直播的发展方向。针对艺术

品交易真伪性问题，作为专业进行艺术

品交易的平台应具备鉴定艺术品真伪的

能力，在卖家发起直播前先交由直播平

台进行审核，只有通过审核才能够进行

线上直播交易。

除此之外，对于不具备判断真假能

力的买家来说，直播平台应该储备一些

可信度高的专家，买家可以选取专家进

行鉴定。在这一方面，有些平台已经做

到了前沿。

从长远来看，视频直播艺术品交易

能否抓住艺术品市场这一细分领域以及

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规范，成为视频直

播艺术品交易未来发展的关键。

在陈鹏看来，视频直播艺术品交易的

未来取决于后期发展过程中的规范，比如

说交易质量问题、不付款问题、后期维权问

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法律的规范，

可能会使这种形式逐渐被抛弃。

总体来说，一是国家政策；

二是运营者的不断完善，只有

这样，这种艺术品交易形式

才能被普及。

（马嘉会 宗泳杉）

收藏的境界

文玩艺术品交易在经历了实体店、淘宝
店、微商后，也搭上了视频直播的快车。越来
越多的文玩、艺术品商家开始通过视频直播
平台进行销售推广。此外，专业的收藏类
网站也开始投身到艺术品交易视频直播
平台建设中。这种以视频直播作为载
体的交易模式可以全方位地展示拍
品，有助于吸引粉丝，增加销售。但
是，在点燃艺术品消费热情的同时，这
种不受政策法规约束的艺术品交易形
式也同样被线上交易的通病所困扰。

艺坛

走笔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由文

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展览活

动部主办、惠安县人民政府支持

的“匠心国魂——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郑国明雕刻艺术作品展”将

于5月24日至6月12日在北京恭

王府博物馆乐道堂展厅举行。

郑国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中国木雕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

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现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

事、福建省工艺美术学会木�竹雕
刻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福建省

工艺美术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

长、国际造型设计学会艺术委员

会会员、福建省工艺美术学会民

间工艺专委会艺术顾问。数十年

来，他潜心钻研工艺美术专业理

论，研究寺庙古建筑、神仙菩萨、

古今人物等雕刻艺术，尤其对天

然根包石雕、浮雕、民间与现代艺

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作品多次

荣获各类大奖。（记者 李自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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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是人类的天性。

小孩子不懂什么叫收藏，

但凡看到自己喜爱的小玩意

就会捡拾起来，装进口袋。做

母亲的待孩子入睡后整理衣

服时，常常会发现他们的口袋

里装着杂七杂八的小物件。

记得儿时的玩伴中，有收藏糖

纸、画片的，有收藏小贝壳、花

石头的，也有收藏邮票、火花

的。小孩子喜欢收藏，只是觉

得好玩，并无多少的功利色

彩。

成人的藏品五花八门，但

大多也不是实用的东西。采

英拾贝不同于淘宝掘金，自是

赏心悦目，当不得饭吃。藏品

的原始属性已经被观赏、把玩

转移了，替代了，消解了。庄

子说，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其

奥义远非于此，但也告诉我

们，包括藏品在内的一切艺术

载体，其价值在于精神享受，

而不在于载体本身，也不在于

市值的贵贱。

明代文震亨撰《长物志》，

之所以取名“长物”，是因为

“长物，本乃身外之物，饥不可

食、寒不可衣”。这一诠释，则

是从“身无长物”化用而来，典

出《世说新语》。据该书“德

行”篇记载，东晋大臣王恭从

会稽回来，王大去看他。见王

恭坐在一张六尺长的竹席上，

就对他说，你从东边回来，一

定有很多这种东西，能不能给

我一条？王恭没有回答。王

大离开后，王恭就把这张席子

给王大送去了。自己没有竹

席了，就坐在草垫上。后来王

大听说此事，十分惊讶，就对

王恭说：“我本以为你那里很

多呢，所以才要的。”王恭回

答：“您不了解我，我这人从来

没有多余东西。”“身无长物”

一说，既是王恭自况，也是世

人对他的赞誉。后来，人们就

用“身无长物”来借喻生活的

简朴。

文震亨的《长物志》分为

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

几榻、器具、衣饰、舟车等十二

类，“凡闲适玩好之事，纤悉毕

具”“所言收藏赏鉴诸法，亦具

有条理”。

受《长物志》一书的启发，

北京有长物创意团队，上海有

长物家居品牌，并有以“长物

志”命名的公益网站，多多少

少都与汲古创新、收藏鉴赏有

关。

收藏这件事既然是世人

的一种嗜好与雅兴，其意义重

在精神层面。说玩物丧志也

好，说鉴赏怡情也好，指向都

在精神层面。拥有一件心仪

的藏品，不论价值几何，也不

论雅俗与否，哪怕是高仿赝

品，只要自己钟爱就够了，至

多是与同好一起赏玩、品鉴，

没必要去估价或显摆。

对于醉心收藏的人来说，

碰到可遇不可求的藏品，哪怕

是倾家荡产也要弄到手；淘到

渴慕已久的藏品，哪怕价值连

城也不出手。有人谓之呆，有

人谓之傻，反正都是痴迷而

已。

就像《红楼梦》中那个石

呆子，一个穷得连饭也吃不上

的人，却拥有二十把精美绝伦

的旧扇子，且都是古人绘画真

迹。贾赦知道后逼着要买，石

呆子抵死不肯，决绝地说：“要

扇子先要我的命！”视藏品为

性命，这样的藏家才是至诚的

藏家。如果说曹翁笔下的石

呆子是虚构的，那么，人称“米

颠”的北宋书画家米芾，则是

名副其实的“石呆子”。米芾

迷恋奇石怪石，握石而游，抱

石而眠，“只痴进不痴出”，甚

至到了梦寐以求、不怕丢官的

地步。“米芾相石”“米芾拜石”

等佳话于史有据，当非虚构而

已。

所以说，只有心境到了痴

迷的状态，方可称得上藏家。

这样看问题，并非贬抑收藏领

域里的投资者，他们凭借藏品

升值获利，属于正当交易行

为，但算不上纯粹的藏家。经

营古董、以藏养藏者又当别

论。卖掉传家宝的人，要么是

迫于生计，要么是败家子。醉

心于藏品的人，怎么可能舍得

出手呢？

简约地说，孤芳自赏才是

收藏的至境。有鉴于此，我对

“收藏热”这个词儿颇不以为

然，因为收藏这件事本身纯属

个人行为，是精神层面的消遣

与享受，何热之有？如果说

“热”，也是自己心里“热”，与

外界、与他人无涉。市场化了

的“收藏热”，已经背离了收藏

的初衷。对于真正的藏家而

言，“热”又如何？“冷”又何

妨？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孤芳

自赏。 （王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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