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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在通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审议后，珠算正式被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前，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这样介绍珠算：珠算是中国古代

的重大发明，伴随中国人经历了 !$%%

多年的漫长岁月。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

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

古老的计算机”。

然而，即使获如此盛誉的珠算，也

不得不走在“‘&% 后’要为它考级，

‘'%后’还有人会使用，‘$%后’曾背

着它上学，‘(% 后’接触渐渐少了，

‘%% 后’只知道它的名字。”的“没落

轨迹”上。

非遗的传承一直都是尴尬的话题。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这些技艺已然失去

了生存的现实土壤，失去了实用性，其

生命力也变得非常脆弱，自然会日益式

微。在已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中国 )% 项技艺中，大都面临着后

继无人的无奈之境。

珠算也不例外，"% 年前还是会计

职业的必备技能，!% 年前还在学生教

材里有一席之地。此后，电子计算取代

了珠算，实际上是技能工具化的趋势，

也是必然。

此次申遗成功，有专家称，不排除

珠算重回课堂的可能，可以要求小学生

必修这门课而不必组织考试，以减轻负

担；也可考虑将以算盘为基础的珠心算

从社会培训机构进入校园，以此锻炼学

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空间想象力等。

然而，进课堂并不是唯一出路。就

拿已经进课堂的书法来说，到如今也很

难做到普及。要真正将这些遗产传承下

去，创新才是唯一出路。据悉，目前有

珠算推广的对象主要为四类群体：幼

儿，智力缺陷儿童，老年人以及大中专

院校学生。因为科学研究表明，珠算可

以开发智力，提高逻辑思维，增强记忆

力和注意力，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也许，非遗的传承和推广，就是需

要找到更多这样的、适合它们生长的新

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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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算申遗成功
传承还需创新

晓 言

日前在参加“泰宁·首届中国城镇
风貌高峰论坛”时，对什么是城镇风
貌一时还厘得不够清晰。从字面上讲，
所谓“城镇风貌”，是风格和面貌。但
有学者认为，“面貌”是形象，“风
格”是意象；“格”好说，“风”不
好说；“面”好把握，“貌”难以把
握。

困扰之际有了顿悟，得益于主办
方安排的一次农家餐。菜肴丰富，与
会代表对一道南瓜煲印象最深。

一口唤醒了味蕾的记忆，甜香适
中，绵软适口，令人交口称赞。后一
打听，店主说自家南瓜已经吃完，是
收购了邻居的老南瓜。其实，宾馆的
自助餐也有烧南瓜，同样是甜，同样
也绵，但却没有那种地道的味道。味
蕾记忆中的南瓜味，只可意会，难以
言传，唤起记忆远比满足口福更让人
兴奋。
由此突发联想，城镇风貌应当体现一

种记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快速推

进，到 "%!" 年城镇化率达到了 *"+&,。有
专家指出，既要为城镇面貌日新月异而振
奋，同时更要冷静地看到繁荣之下存在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城镇形态结构的失范，
步入僵化的形式误区；城镇风貌特征的趋
同，丧失城镇的地域特色；城镇文化符号
的缺失，少见城镇的亮点与标识。即便是
改造、翻新后的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有
些也难以给人带来沁入心脾的、回味悠长
的记忆。城镇风貌越来越“千城一面”，越
来越失去了个性和特色，原有的集体记忆
场所不复存在，新的记忆场所又建立不起
来。

对于记忆场所的丧失后的无奈和迷茫，

笔者想到作家余华在一篇文章的记叙。上世
纪 $% 年代余华去杭州拜访海盐老乡、翻译
家黄源先生。“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
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
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
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
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我们两个人
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
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
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
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
全不同的记忆。我在想，再过 #% 年，如果
有一个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
海盐时……”

在大规模激进式城镇化的当下，传承、
确立城镇风貌是当务之急。塑造具有特质的
城镇风貌，拯救、恢复、衍生和再造记忆场
所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城镇风貌是历史的，
也是现代的；是地段的，也是环境的；是文
化的，也是生活的。这就需要建设者适当放
慢脚步，沉淀下来，从历史沿革溯源，从本
土文化（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出发，塑
造地域特色，建设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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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力雄厚的藏家似乎正掀起一阵对西方经典艺术的追捧之风。

!月，毕加索的作品 《坐着的男人》在佳士得上海首拍上拍出 ""#$

万元人民币；%"月，万达集团斥资 "&'(亿元人民币拍得毕加索风格成

熟期的代表作《两个小孩》。

如何看待中国藏家在西方经典艺术板块的入市？此番追捧究竟算不算

是明智的选择？

中国藏家“ ”
赖 睿
西

向 看 ？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海淘”
的中国藏家给人留下的是这样的印
象：目标明确，铆足了劲儿去竞拍
本国流失文物，而对于外国艺术品
普遍提不起兴致。

然而，近年来，他们似乎渐渐
转变了口味，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投
向那些中国本土以外的艺术品，其
中毕加索、莫奈、夏加尔等名家的
作品更是深得青睐。

"%!% 年，纽约苏富比拍卖会
上，以 !+%& 亿美元成交的毕加索
《裸体、绿叶和半身像》，买家是中
国人；"%!!年，纽约苏富比拍卖会
上，以 "!)% 万美元成交的毕加索
《阅读的女人》、以 ""*% 万美元成
交的莫奈作品，最终都花落中国藏
家；"%!) 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会
上，柴姆·苏丁 《小厨子》 以 !$%%

万美元竞得被电话买家收入囊中，
买家疑为中国人。
“西方艺术品在这十几年中增

长幅度不大，充其量几倍而已。以
毕加索为例，他的作品价钱是用一
百多年的时间慢慢涨上来的，虽然
已是一个相当高的价位，将来也涨
不到哪里去，但贬值的风险也不
大。相对目前国内遭受爆炒的很多
板块，选择这种顶尖的西方艺术品
收藏，即便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也是一个很安全的选择。”中央财
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
说。

业界人士预测，中国藏家的国
际视野正在不断拓宽，收藏西方经
典艺术是必然趋势。

是否物有所值

同样是印象派的代表，唯美的
莫奈就大受中国藏家的欢迎，而冷
静、写实的塞尚则相对不受待见，
即使莫奈的“睡莲”偶有流拍，塞
尚的作品一旦出现在市场可以卖出
去，且价格相当可观。“对于中国
藏家来说，塞尚的作品少，在市场
上交易不多，不如莫奈的媒体曝光
率高。由此，塞尚会被误认为知名
度不够。”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大部
分藏家目前还停留在投资阶段，
对有名气基础、能创造新闻的艺
术品更感兴趣。而从投资角度来
说，西方艺术品并不是
个好的选择。因为它虽
然保值不错，但不
会涨得很快，
而且无论在西

方，还是在
中国都很 难变现。

“西方人没有把艺术品炒来
炒去的习惯，而中国很多藏
家把它当成投资品。如果不
了解中西方的差异，盲目跟
风是很危险的。”

近年来中国藏家对西方
经典艺术的追捧，很难让人
不联想到上世纪 $% 年代末
日本藏家对印象派的趋之若
鹜。当时，日本经济高度繁
荣，热钱四处涌动，不少富
豪追逐莫奈、梵高等印象派
大师，屡创天价。据统计，
仅 !((% 年一年，日本人收
购世界名画就花了 )) 亿美

元。可惜一两年之后，日本经济严
重衰退，很多名画都以买价的一半
价格求售，银行里用于抵债的书画
作品堆积如山。

那么，中国藏家会不会重蹈
当年日本人的覆辙？艺术评论家
江因风认为，近些年欧美艺术资
本其实是在有计划地炒高中国艺
术品和文物的价格，其目的之一
就是把欧美过时的天价艺术品向
中国推销。“当模仿欧美艺术的
中国油画都炒到 !+$ 亿的时候，中
国花几亿买入欧美天价艺术似乎
就很正常了。”

季涛则认为，不
能简单和当年日本的
现象做类比，而且当
时日本藏家
的艺术品贬
值 也 是

暂时性的。“因
为正好赶上了日

本经济泡沫破裂。这些高价的西方
艺术品因为成本过高，暂时不好出
手。但站在几十年之后回望，当时
日本企业家购买的包括《向日葵》、
《睡莲》的价值还是稳步上涨的。”

并非出自大师就是精品

然而“海淘”的中国藏家需要
注意的是，并非海外市场上的都是
宝贝，即使是大师作品，也有力作
与平庸之作的区分，其价格有天壤
之别。

比如说，莫奈、毕加索、雷诺
阿等大师的顶级作品高达几千万美
元，而他们质量一般的作品几十万
美元也能买到。而顶级作品出现的

几率小之又小，一
旦抛向市场，全世

界的藏家都会蜂拥而上。人们大部
分在市场上见到的所谓西方经典艺
术流派的作品，都只是平庸之作。

收藏家朱绍良认为，这几年中
国艺术品市场发展速度迅猛，但出
现了造假、泡沫等问题。相比之
下，西方艺术品市场表现得更加平
稳，泡沫不多，这其中蕴藏了机
会。“但是，中国藏家别指望在西
方艺术品市场上捡漏。”因为西方
藏家血液里就流淌着西方文化的基
因，这一点上，中国藏家无法与之
抗衡。

还需深厚的西方艺术积累

即使有关中国藏家进军西方经
典艺术高端市场的话题持续发酵，
但购买顶级西方藏品的事情，在目
前看来仍然只是个案，不太具有普
遍性。

“西方艺术在文化层面上与中
国传统文化相距较远，其鉴定体系
与我们不同，诚信体系也很难被国
人弄明白，这些都是很难逾越的障
碍。”季涛说，中国藏家普遍不了
解西方艺术史，不了解西方市场，
同时也不相信外国人的证书和承
诺。方方面面来看，都距离西方市
场很遥远。

能否成功跨越文化的鸿沟，
就是考验中国藏家的一大难关。
而想要在海外艺术市场上不被忽
悠、买到物有所值的艺术品，藏
家没有一点艺术鉴赏力和历史文
化素养是不行的。目前，中国人
对西方艺术还缺少了解，甚至是
缺少基本常识。而收藏并不完全
是钱的问题，还需要见识和品位，
其过程也是知识的增长和教养的
推进。“我相信西方艺术品市场
上有很多值得收藏的艺术品，也
相信西方艺术早晚会被中国藏家
所接受，但这需要多年的培育。
当收藏的真意被大多数藏家所接
受，炒作之潮彻底退却，中国藏
家对西方艺术史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对西方艺术品的收藏才算有
了坚实的根基。”季涛说。

收藏西方经典风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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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孩 巴勃罗·毕加索

橙色“气球狗” 杰夫·昆斯

玩纸牌的人 保罗·塞尚

江苏省东海县是全国首批沿海开
放县，闻名中外的水晶产地。东海县
有 !-"的地域储有水晶、石英，储藏
量分别约有 )% 万、) 亿吨。水晶年
开采量 #%%吨.&%%吨，占全国一半以上。国家地质博物
馆存放的水晶王就出自东海。

随着东海水晶业的蓬勃发展，水晶石这一大自然鬼
斧神工之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钟爱，一批又一批爱石
之人，以赏石、藏石为乐。一个以水晶收藏、水晶鉴赏、
水晶加工、工艺流派、开发研究、水晶文学为内容的水
晶文化也从无到有，渐成气候。

根据水晶加工技术兼容性较强的特点，东海县有关
方面首先通过开展与科研机构、产品研发单位以及其它
宝石加工行业的合作，提升从业人员的艺术素养；通过

设立大师工作室，以师带徒，培养本土专业人才；依托
职称评定，为水晶雕刻培育高端人才；通过举办长中短
期培训班，为水晶市场培育各类急需人才。这些举措，
逐渐改变了东海水晶加工原来只能生产工艺简单的产品
的局面。东海水晶雕刻艺人群体不仅可以生产各类工艺
品、日用品、珠宝首饰等，而且东海人创作的水晶艺术
品已经成为珠宝界、收藏界的新宠。

由于水晶材质晶莹剔透，内部蕴藏着万千气象，传
递出空灵与明澈、刚毅与柔美、天地造化与人文艺术并
存的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并
因此吸引了全国各地一大批艺术人才和雕刻好手走进了
水晶雕刻领域，为水晶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
力。

东海水晶市场已经成为各路人马竞才斗艺、水晶雕
刻各流派竞相发展的大舞台。目前，在水晶雕刻工艺方
面，主要有 *个流派，各展特长，百花齐放。福建工艺：
擅长人物雕刻，工艺品因形施艺，曲线流畅，千变万化、
大气天成。扬州工艺：擅长镂空雕，其刀法细腻、虚实
相间、人景相容、产品惟妙惟俏、精美至极。河南工艺：
以小人物、动物杂件见长，以巧见精、以精见贵，造型
优美、格调高雅。北京工艺：人物造型饱满匀称，富丽
华贵，注重神韵。具有劲健雄浑的艺术特色。东海工艺：
新人新作较多，产品擅长俏色小雕件，利用传统工艺与
现代审美的有机结合，取其美之精髓，出“新”出
“色”，具有明显时代生活气息。

!中国民间工艺

东海水晶
泰宁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