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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文化部召开季度例行发布会，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成为发布会焦点。文
化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落实非遗保护工作，
关键是发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作用。从
2008 年开始，中央财政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提供每人每年 8000 元的传习补贴，而从
2011 年开始，金额提高到每人每年 10000 元。
此外，针对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工作人员大
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未来文化部将会
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帮助他们提高非遗研
究、传承和生产创作的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它
是不能离开传承人而独立存在的。然而，“传
承无人”的难题仍然有待破解。传承人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如果没有传承人，非
物质文化遗产根本不会存在。由于现在掌握

“非遗”技艺的人大都是高龄的老艺人，这些
技艺已到了即将消逝的边缘。如果不及时让
有“活化石”之称的老艺人出来传艺，极有
可能会出现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如多年从事
民间文艺抢救工作的作家冯骥才所说，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十分脆弱的，往往是“人死艺
亡”。

此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
冯骥才吐槽中国的非遗保护。他在谈到非遗

传承人保护时说，中国非遗传承人保护面临
的最大问题是“这些艺人已经离开文化原生
地，都到旅游景点卖艺去了。所以，我说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艺人卖艺’。”

应该说，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在中国逐渐引起重视。中国政府自 2006 年
起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并决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
遗产日”。但要让“非遗”技艺永续永生，除
了在社会地位、经济保障、专业技术资格等
方面给予传承人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外，由
政府出面请老艺人收徒传艺，不啻是非常及
时的“非遗”保护举措。

任何一种技艺和艺术，如果不能随着时
代演进和发展，必然会缺乏生机与活力。现
在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中国文化热，“非
遗”传承人身怀的绝技都是长年累月磨出来
的，并非一日之功。过去，一位拥有绝技的
高人，绝不会轻易向外透露自己的秘密，甚
至对自己的子女也是传男不传女。

现在经过政府牵线收徒传艺，把自己
经营多年的绝技传授给与自己非亲非故的
人。他们在享受并发展自己所持有的“非
遗”权利的同时，还将担负起传承后人的
责 任 和 义 务 ， 从 而 确 保 “ 非 遗 ” 后 继 有
人，这的确是一大进步，令人击节叫好。
可以说，只要师徒传承教学相长，扬长避
短，才能让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生生
不息，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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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
生图》，是清代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描绘苏州风物的巨幅画
作。

清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擅长人物、花鸟草虫的苏
州籍宫廷画家徐扬用了24年时间创作了一幅名为《盛世滋
生图》，以长卷形式和散点透视技法，反映当时苏州“商贾
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

徐扬将此作进献给乾隆皇帝，自书跋语说：“有感国家
治化昌明，超轶三代……幅员之广，生齿之繁，亘古未
有”，是为“图写太平”，歌颂“帝治光昌”。

这幅画作可谓精确而详细地描绘了乾隆时期苏州的城
乡景观。画面自灵岩山起，由山下的木渎镇东行，过横
山，渡石湖，入姑苏城。再自荮门出阊门外，转入山塘
街，至虎丘山止。明清时期的苏州是江南著名的大都会，
但可能是由于城区内的狭小和管理问题，当时苏州最发达
的商贸中心并不在城内，而是阊门城外至枫桥镇的那一段
地区。

《姑苏繁华图》将阊门作为重点加以描绘，并将这部分
景致安排于图卷接近尾声的高潮位置。在没有照相机的18
世纪，《姑苏繁华图》非常可贵地为我们记录下了阊门商业
繁茂的景象。粗略计算，全幅画有各色人物1.2万余人，各
色房屋建筑约2140余栋，各种桥梁50余座，各种客货船只
400余只，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完整地表现了气势宏伟
的古城苏州市井风貌。

这幅作品曾经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一直保存于
清宫，20 世纪初被溥仪盗运出宫，辗转运到长春的伪满

“皇宫”。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它被前苏联红军截获，然后
移交给东北博物馆，即后来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上世纪
80年代以后，通过出版，这幅画为世人所熟知，被誉为是

《清明上河图》之后中国绘画史上第二幅描绘城市景观的纪
实佳作，也是研究250年前乾隆盛世的宝贵资料。

姑苏繁华图 （局部）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国庆期间，2014 年秋拍在香港拉开战幕，自苏
富比首先举槌，保利、嘉德、佳士得跟进，在资本
与艺术的市场里，今年秋拍踏着春拍的节奏，不疾
不徐。

年轻艺术家发力

“现当代亚洲艺术晚间拍卖”是此次香港苏富比
秋拍的重头戏之一，整个夜场共推出了 58件拍品，总
成交额高达 6.1546 亿港元。其中，刘小东《违章》拍出
6620 万港元，拔得本场头筹，也刷新了个人世界拍卖
纪录。近50年来首现市场的赵无极作品《秋之舞》拍得
5948万港元。方力钧作品《系列二（之四）》拍得5948万

港元，成为个人世界拍卖最好成绩。现代印尼艺术家
李曼峰作品 《峇里民采》 拍得 3372 万港元。共

有9位艺术家的作品在这次的夜场中打破了自
己的作品最高纪录。

不过，年轻艺术家的成交价格格外
亮眼，香港苏富比在当代艺术专场夜

场中引入了贾蔼力、刘韡和王光乐3
位“70 后”的作品。正如此前香港

苏富比当代亚洲艺术部主管林
家如介绍，秋拍相比春拍，

也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
是年轻艺术家作品占

比增多，来源于市场
对于年轻艺术家

的 普 遍 关 注 ；
二是加入更

多抽象系
列的绘

画 ，

以适应目前国际市场对于抽象绘画的追捧。
资本市场也给出了这样的回应。其中，贾蔼力

的 《疯景 1 号》 拍出 1180 万港元，打破贾蔼力作品
的 最 高 成 交 价 纪 录 。 王 光 乐 的 《 水 磨 石
2004.1.1-2014.2.5》，该作品曾上拍苏富比 2012 春
拍，并以 84 万港元成交，此次秋拍则以 544 万港元
最终成交。而刘韡的 《紫气系列 H2》 则拍出 340 万
港元。

推陈出新提振市场

嘉德与佳士得应对市场的需求都推出了新的品
项。

佳士得首次推出两大新的品项——“中国当代
设计”和“当代水墨”专场。而嘉德香港也首次推
出“万象·华人水墨新时代”专场。此次将呈现的作
品中，不仅包括吕寿琨、刘国松与方召麐等香港现
代水墨先驱之佳作，也将提供予藏家赵无极、潘公
凯、刘庆和、秦风、武艺、杨诘苍等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艺术家作品。另外“70后”、“80后”水墨新实力
代表艺术家曾健勇、肖旭、李军、杭春晖等人的精
彩作品同样不可多得。

保利香港的当代水墨专场在 2013 年的首次拍卖
以约2.6亿元港元落槌，在2014年春拍中更以3.4亿港
元圆满收槌，此次秋拍，保利在当代水墨、近现代书画
也不吝气力。崔如琢的《百开团扇》以近 1.3 亿港元成
交，成为当日竞拍的焦点。范曾目前市场上画幅最大
的作品《画龙点睛》以 1770万港元成交，贾又福的《蹊
山牧趣》以 141.6 万港元成交。新水墨方面，当代新工
笔类别徐累的《池》以129.8万港元成交。“中国近现代
书画”拍卖成绩理想，多件拍品均超出估价成交。重点
作品徐悲鸿的《巴人汲水》以近 720万港元拍出，高出
估价 4 倍成交。潘天寿的《山中一夜雨》拍得近 407 万
港元，超出估价5倍。

资本持续观望

中拍协日前发布的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
统计年报》 显示，尽管行业规模和市场规模仍呈扩
大趋势，但拍品结算率才刚过半，为56%左右。“截
至 2014 年 5 月 15 日，2013 年成交 （350.95 亿元） 拍
品款共完成结算 198.73 亿元，结算进度为 56.63%，
与 去 年 同 期 的 56.05% 相 比 略 有 提 高 。 目 前 仍 有
152.22亿元尚未完成结款。”

其他资本市场钱紧的状况在拍卖市场也不例
外。由于市场资金吃紧，专家认为2014秋拍高价精
品虽然对大买家仍然有吸引力，但在拍场上将更难
得一见。反之，价格不高的板块却会趋于活跃，比
如年轻艺术家会成为热点。

对于中国拍卖风向指标的中国书画拍卖，艺术市
场专家龚继遂曾给出研判，今年秋拍，高端书画市场
的表现还是比较平稳，释出量不会太大，各方态度依
旧偏于谨慎。此外，目前，大家的收藏观已发生转变，
由完全投资为主渐渐转向消费艺术品的观念，这是一
个好的趋势。

壮族自古认为：天为上界，有天神管着，天神之中，
以日为尊，所以他们虔诚地崇拜日神，年年祭祀。位于中
国西南边陲——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西洒镇
的上果村则被当地壮族誉为“请回太阳的地方”。他们沿袭
于远古而来的“女子太阳节”也被认为是滇桂壮族聚居地
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

据了解，在云南、广西众多壮族村寨中，上果村是唯
一保留传承“女子太阳节”的一个村寨。女子太阳节，顾
名思义，是一个完完整整属于女人的节日。这一神秘奇特
的节庆和仪式活动起源于壮族早期的太阳神崇拜和神话传
说，可谓中国壮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美丽而古老的壮族古村落——上果村也被称为“太阳
村”，距西畴县城9公里，依山傍水而建，整个村寨座北朝
南，通风向阳、临近水源、地处半山坡，山上森林茂密，
山下田陌纵横，村落东西两侧是碗窑曲折的山涧河谷，汩
汩流淌的鸡街河为上果村带来无穷无尽的生机与灵气，村
后重重叠叠的山峦赋予上果人坚毅果敢的心性与禀赋，山
水之间迭荡着当地壮族群众千百年来适应环境的生命哲学
和智慧经验。

上果村为人称道的是，至今还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壮族
民居建筑群，全村75户人家中还有58户居住在土木结构的
四合院，十分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是典型的广西传
统民居。其选址之奇思妙想，布局之匠心神韵，令人啧啧
称道。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上果村，在广西鳞次栉比的少数
民族村寨中金鸡独立，卓尔不群。上果村聚居村落民居普
遍采用独具壮族特色的传统土坯房“二滴水”营造结构和

“杆栏式”建筑风格。蕴藉于这一绝妙文化空间的“女子太
阳节”则为该村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调。

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上果村 （壮语称为“版唐菓”，意
为“请回太阳的地方”） 都要举行传统“女子太阳节”祭
祀活动。这天清早，村里男人们就蒸好用“朵烹”（一种野
生植物“染饭花”） 染制的金黄糯米饭，作为祭祀供品。
村中年满16岁以上的女性都要到河里净身，然后穿上壮族
传统盛装等待祭祀活动。中午时分，她们吆喝着“找到太
阳了”，聚集到村里河边的神树 （传说太阳藏身的树林） 祭
台前，由“博丙”（壮语为专司此祭祀活动的年长者） 主持
带领用红公鸡祭请太阳。

请到太阳神灵后，女人们唱着《祭太阳古歌》，用轿送
到村边的“太阳山”。正午时分，在太阳山上女人们唱诵着
千百年流传下来的 《祭太阳古歌》，举行隆重的送太阳礼
仪。祭祀完毕，女人们就分享供品，凡吃过供品的女人就
可以履行女人的天职。

傍晚，女人们来到河滩上共进男人为她们准备好的晚
宴，而男人却不得参与享用。晚饭后，全村老幼载歌载
舞，开展传统歌舞活动。

女子太阳节仪式活动，在上果村还有壮族青春期女性
成年礼的意味，以及祭太阳仪式结束后的赶圩对歌择偶活
动，共同演绎了壮族祭祀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歌
舞文化和恋爱文化的别样景观。

2014秋拍观察：

卖家惜售资本观望
“70后”艺术家成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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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东作品《违章》以6620万港元成交

□中国最美古村

上果村：太阳神鸟腾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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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果村“女子太阳节”场景

日前，由泮庐文化主办的中国大
师作品展在北京高碑店文化新大街清
华美院润福缘举行。图为展品：瑞兽
方壶 （顾景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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