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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香港春拍将陆续开始。近期，保利、苏富比等几大拍卖行在
北京、上海进行了预展。受经济和政策大环境的影响，2015年春拍大方

向将延续上一年的态势，难以破局。

市场的喜好

近期结束的纽约佳士得“安思远”专场吸引了不少大买家。作为“中国古
董教父”，此次上拍的安思远藏品包括了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工艺精品以
及中国与日本工艺精品，共计57件拍品，总成交额约合人民币3.81亿元，成交
率高达100%。

本场第一件拍品为西汉鎏金铜熊形摆
件，这也是安思远生前最为珍视的藏品之
一。这件高度仅为 7.6 厘米的摆件拍前估价
仅为 20 万到 30 万美元，但最终被艾斯肯拉
尼以285.3万美元的超高价格收入囊中，成交
价超最低估价12倍，为安思远系列珍藏取得
开门红。

本场拍卖还创下多项纪录。价格最高的
是 41号拍品“明十七世纪黄花梨圈椅一套四
张”以 968.5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6011万元）
成交，创黄花梨家具拍卖的世界纪录，买家
为中国藏家。8号拍品“西藏十一/十二世纪
铜瑜伽士坐像”以 486.9 万美元成交，创西
藏雕塑拍卖的世界纪录，买家为上海藏家刘
益谦。25号拍品“尼泊尔十三世纪鎏金铜观
音立像”以 822.9万美元成交，创尼泊尔雕
塑拍卖的世界纪录，买家为亚洲私人藏
家。26号拍品“印度朱罗王朝九世纪铜舞
王湿婆承接恒河降凡像”以 285.3 万美元
成交，创印度青铜器拍卖的世界纪录，
买家为英国古董商。

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表示，无论市场活跃与否，只要是出处好、
流传有序且较为稀少的作品，一定会受到市场追逐。

拍品结构更加多元化

今年，恰逢保利拍卖成立10年，此次春拍将推出12个专场，包括
中国及亚洲现当代艺术、中国当代水墨、中国古代书画、中国近现代
书画、中国古董珍玩、珠宝及钟表、中西名酒珍酿等 7 大门类逾

2300 件藏品参拍，总估价约 8
亿港元。

其中，中国及亚洲现当代
艺术方面将呈现多位中国重要
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包括吴
冠中 《滨海城市 （青岛）》、
林 风 眠 《宝 莲 灯》、 赵 无 极

《火鸟》、朱德群《回忆》等。中国近现代书画方面，将呈现张大千、徐悲鸿、
齐白石、陆俨少、李可染等大师的名家佳作超过 250 幅。中国当代水墨方面，

将首次推出“中国现当代纸上作品专场”，梳理
从早期水墨先驱到新文人画，延展到观念水墨、
新水墨的成长历程。中国古代书画推出明清红金
扇面、明清书法、吴大澄的艺术等专题，主要拍
品包括唐寅 《山村诗兴图》、董其昌临 《淳化阁
帖》等。

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将汇集逾 300帧近现代名
家杰作，包括张大千海外家属、香港画坛前辈李研
山家属、近代历史名人袁世凯家族以及广东著名藏
书家“五十万卷楼”人莫伯骥之珍藏，皆为首度在
市场面世。

在主打中国书画的同时，北京保利、中国嘉
德、西泠拍卖、上海朵云轩等拍卖机构都对拍品
结构和价档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优化。增加
了珠宝玉石、佛教艺术、古典家具等，同时，名
人信札、石器艺术、青铜礼器、艺术设计、西洋
古董、漫画、插图、连环画等新兴门类的数量
也在不断攀升，如北京翰海今年已加大沉香、
酒类等新工艺品类的征集。

大众消费增强

中国拍卖协会日前发布的《2014中国拍卖协会行业经营状况及2015年
展望》 显示，到 2014年秋拍，10家样本艺术品拍卖公司成交额在 100万
元以上的件数，从2011年春拍时占比10.6%下降到2014年秋拍不足5%；
1000万元以上的拍品数量从同期的1.1%下降到0.3%。中拍协艺委会副
主任、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小平表示，从成交价格来看，
超过千万元的拍品今年交易会比较困难，而低于一两百万的艺术品
则容易成交。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价格区间的艺术品受到追捧与
青睐来看，大众收藏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经历 2014 年的调整后，各大拍卖公司都
做出了调整与尝试，比如在拍卖周期上，从春秋大拍到季拍
到“小拍”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公司还推出了“月拍”。
拍卖公司还加快在二、三线城市的布局。业内人士分析
称，由山东、厦门领衔的二、三线城市将成为艺术品
市场的新焦点。

同时，艺术微拍越来越普及，有许多二、
三线城市的艺术家，开始通过微信拍卖销售
自己的作品，这些都无疑降低了艺术消
费的门槛，带动了大众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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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

纽约佳士得“安思远”专场，明十七世纪黄花
梨圈椅一套四张以968.5万美元成交。

清乾隆 冬青釉洋彩描金夔龙
忍冬纹内青花云蝠双象耳套瓶

（保利香港2015年春拍预展）

吴冠中《滨海城市 （青岛）》（保利香港2015年春拍预展）

初识魏广君，给人的印象是率真、实在；谈起艺术，更透着
一股文气。

魏广君家学深厚，自幼研习传统学养。几十年间，写字、治
印、作画、写文章相生相发，成为艺术领域的“多栖”人物。

书印相得益彰

中原文化，碑学为先。出生河南的魏广君学习书法从颜体入
手，后转入碑学，从 《龙门二十品》 中汲取养分，并采各家之

长，取其大意。他曾说：“我学书法像球体在滚动，在不断地
碰撞、反弹中度过，在学习、反思的曲折的线上走过。”

魏广君的书法，立意高古脱俗，用笔浑厚朴实，气息浑
朴刚劲。无论真隶还是行草，多尽力追求一种古质率
意的真趣和苍茫雄浑的历史厚重感。

魏广君的篆刻以魏晋的放任率真、从容自然为主
要面目，落刀能得汉人平和沉厚之气，既有一种大大
咧咧的生拙感，又不乏灵秀聪颖的自在发挥。他的

“白文印”强调点画造型的组织和造型，“朱文印”则
注重线条趣味的刻画。“白文印”整体造型方正、挺
拔，一看就是汉印的路子，给人以大气稳重感，而细
琢磨还是与汉印有些不同，那一刀一刀宽大的笔线如
同切玉一般的丰腴和圆润，具备了新时代的美。

在魏广君看来，书法和治印两者是不可或缺、不
能分割的。中国传统书法讲求“金石气”，就是追求
一种苍茫、浑厚、朴拙的表现样式。“如果没有刀刻
的体会，很难在情感和理性上进一步升华，书法也写
不出‘金石气’”。魏广君说。

学人艺术家

魏广君不仅潜心创作，而且潜心理论研究，博学
通古。评论家邵大箴称他是“一位既善于读书，又善
于思考的学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魏广君在创作
的同时，开始着手对汉碑、魏碑、古印谱进行图式和
理论整理，编著了 《中国碑刻书法丛书》、《古印精
粹》等。

因习书的关系，魏广君早年文字侧重书史书论，论题多集中于
东晋二王、北朝书法和明清书家创作道路的研究，多有妙悟。而汉
碑书法点评，言简意赅，字里行间不乏真知灼见。

魏广君后来专研绘画，将关注对象转移到画史画论，撰写了
《吴门画派臆见》、《华美典雅风格臆见》、《王蒙 〈青卞隐居图〉 品
鉴》等篇目。

此后，魏广君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师从张晓凌先生研修美术
理论，著成《中国水墨画的源起与演化》，获得诸多好评。他通过对
史料的严格梳理和仔细辨正以及对作品的图式解读，将水墨画形成
的过程予以重建，微观地考证中国水墨画源起、演化的本体论因素
与社会学关系，揭示水墨画在艺术语言、创作理念、艺术精神等层
面上的中国性的诸多本质规定，勾勒出水墨画的源起与演进之路。
他以书画家的优势研究绘画理论问题，显得游刃有余。

保持“清贵”式的追求

对于当下艺术的发展，魏广君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形式的
突破本身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以篆刻为例，现代篆刻更注重印面表
现性效果，非常夸张，乃至于不适度，让人看了甚至瞠目结舌。魏
广君认为：“印章学习是由平稳到奇崛，再由奇崛到平稳。原来我们
可以说是在追求平稳，现在是动荡到疯狂思维的一种宣泄，我想这种
宣泄终归会收敛，收敛可能是更高级的，即古人所谓‘复归平正’。”

同样，面对人人都追求艺术创新的状况，魏广君也是存疑的。在他
看来，了解中国美术史的人都会发现，很多现在看起来非常现代的形
式，在古代其实已经存在。拿印章来说，印面夸张甚至离奇，在古代也
有。因此，他认为，当下的书画篆刻，还是在中国传统美术的整个体系
下进行的探索和发展，有一定的进步就是好的。“艺术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特别是中国艺术，讲求的是修养，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用笔
讲‘气’，一个人留下的笔墨，显示的是修养。”

对于未来，魏广君希望在理论上，对 《中国水墨画的源起与演
化》 一书各章节进一步详实考证，重新出版；在创作上，在继续学
习和回顾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让作品中的个人精神面貌充沛起
来，更个性化，又不流于形式化。

魏广君说，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内心的光明感、力量感，虽然别
人的认知也会去考虑，但尽量把自己对艺术的认识体现到作品中，
留存一点干净，保持“清贵”式的追求。

链接：
魏广君，中国国家画院书法院篆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艺术研

究院艺术创作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

魏广君：书印之间显文气
赖 睿

“圣裔丹青·孔奇绘画艺术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
行。此次画展共展出孔奇历年创作的作品 100 余件，其
中有中国画、油画、水粉等，体现了画家全面的综合素
养。

本次画展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国美术家协会艺
委会、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人
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湖北省美术
家协会共同主办。展览作品中的《自然·空间》系列、《秋阳》
系列均是画家多年来的艰苦探索的精品力作。同时，他不
忘深入基层、走近生活，在近几年走遍武汉大大小小上百
个工地，创作了以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农

民工”系列题材油画作品，以把握生活瞬间、体现艺术为人
民宗旨，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备受关注。

孔奇是当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受过现代美术教
育，具有现代艺术观念的孔奇，敏而好学，天赋高，思路宽，
有灵气，观念新，具有综合的艺术素质。他真实地呈现自
我，并逐步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既有传统文人
气息，又有现代人的审美追求，努力营造一个现代的独具
个性的艺术境界。

孔奇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孙。此次画展，不仅体现了
孔奇尊师重道、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赤诚
情怀，也表现出了其德艺双馨的优良品质。

孔奇画作展现生活瞬间
宣 如

又是一个黎明 孔 奇

太白诗意 吴齐

得知姚永康有新作品出窑，
并将前后创作跨度近 30 年的 50
件作品在北京举办 《随性卷塑
——姚永康陶瓷艺术》 个人展
览，十分高兴。姚永康的随性卷
塑陶艺作品以文人画的风格出
现，无疑是当下国内喧哗的陶瓷
艺术氛围中难以见到的一份清
新。

近 20 年来，姚永康的瓷塑
人物基本上采用以泥片成型的方
法。他以大小厚薄各异的泥片通
过卷曲、粘合，组建成人物的主
题，时而兼用泥条作为点缀。含
有水分的瓷泥十分细腻，手感甚
佳。

姚永康的半抽象陶艺雕塑具
有写意画的神韵，即运笔的抑扬顿挫，墨色的干湿
深浅。但是，他不是运用宣纸与墨汁，而是以泥土与
釉水，写出了泼墨人物画的神韵。大写意陶瓷雕塑

集东西文化、具象与抽象为一
体，其文人画风格的《随性卷塑
系列》陶艺作品，体现了他的东
方传统书画修养与西方写实主
义雕塑的功力的最佳结合，体现
了他的美学精神，更体现了他的
东方文人的精神面貌。

姚永康是以“土人”自居
的本土艺术家，他的创作理念
为“立足本土，顺乎自然，创
造陶艺”。他解释说：随性卷塑
来自于“随性”，即人性，自然
性，材料性。他的作品在即兴
随性与不加修饰中保留了泥土
的褶皱、断裂，以天然成趣的
泥片造型展现不同的人物，游
离于抽象与具象之间，体现了

人文与自然的关系，隐含着东方民族天然合一的
哲理。姚永康的随性卷塑系列作品与西方抽象表
现主义风格相比，无疑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随性卷塑中的笔墨神韵
——读姚永康陶艺雕塑

周光真

姚永康作品展览现场

赵文敏问画道 魏广君书赵文敏问画道 魏广君书魏广君

魏广君

2015春拍市场前瞻：
冷局难破

尹晓宇

2015春拍市场前瞻：
冷局难破

尹晓宇

吴 齐 ， 著
名中国画画家，
国 家 一 级 美 术
师，香港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中
国 书 画 研 究 院
名誉院长。1970
年 师 从 于 山 水
人 物 画 家 张 行
先生学习，1973
年 师 从 于 董 寿
平 先 生 学 习 ，
1974 年 师 从 于
刘 继 卣 先 生 学
习。1982 年毕业
于 中 央 美 术 学
院国画系。由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出版了《海灯法
师》、《八仙的传
说》等10多部连
环画。作品数十
次 参 加 全 国 大
展并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