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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寓意吉祥富裕，又与
“连年有余”、“吉庆有余”的
“余”字谐音。古往今来，许多
文人墨客借鱼抒怀、以鱼言
志，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鱼文化”。山东省工艺美术研
究所研究员、原所长，2003年
12月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
号的冯增木先生，便是鱼文化
的痴迷者之一。记者日前对他
进行采访，并欣赏了他收藏的
鱼盘。

记者：冯老师，早就听说
您画鱼，但不知道您还收藏这
么多的鱼盘。

冯增木：我惜鱼、恋鱼又
画鱼，自然也就注重收集相关
的图书、工艺品和陶瓷制品，
瓷鱼盘又是我各种收藏品类
中的最爱。

记者：青花瓷在大众当中
认知度很高，您收藏的这么多
青花鱼盘中，有多少可以归入
文物范畴？

冯增木：市场上流通的青
花瓷鱼盘，还算不上文物。因
其生产年限多是在清末或民
国年间，在当时也不属于专供
欣赏和陈设的工艺品，而是一
种特殊的实用餐具，一般用于
祭祀摆供，也是年节或公事中
的宴席“大件”。青花鱼盘的规
格 很 不 统 一 ，小 者 口 径 在
22cm上下，大者26cm左右，最
大不超过2 8 cm。其鱼图案多
为青花瓷和青花釉里红(俗称

“青花加紫”)，也有多色“窑
彩”者，但极为少见。鱼盘还有

“南瓷”和“北瓷”之分，南瓷产
于景德镇，瓷质较细，胎体稍
薄；北瓷产于博山或唐山，瓷
质稍粗，且胎体略厚。

记者：在收藏过程中，肯
定有很多难忘的故事吧？

冯增木：是啊，在收集鱼
盘的经历中，可谓处处是学
问，事事皆文章，时时有趣闻。

20年前，景德镇的朋友送
我一个当地出产的青花鱼盘，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鱼图案的
瓷盘，我爱不释手，时时把玩。
后又有一位经营旧瓷器的朋
友听说我喜欢鱼盘，一次送来
了5个要出让于我。我问价几
何，来者说，50元一个买的，您
给我加个打的费，60元一个好
了！我看他如此实诚，颇受感
动，于是付了300元留下了这5
个鱼盘。对这些鱼盘，我格外
爱惜，逐个擦拭，并摆于案头
欣赏，自以为捡了便宜。后来
与收藏旧瓷器的行家谈起此
事时，他说您多花钱了，没有
这么高的价格，不信您可亲去

文 化
市 场 上
了 解 一 下 。
果然在文化市
场的地摊上发现
了同样的鱼盘，一问价格，一
般在 2 0 元至 3 0 元之间，比原
来所购便宜得多，我当即便不
还价购了数个。其后一有机会
发现鱼盘，都一一收于囊中，
有时还去泰安、临朐等地采
购。几年下来，收集的鱼盘一
摞又一摞，形成了规模，形成
了系列。

记者：鱼盘可以说是瓷器
收藏的一个小门类，您认为它
的收藏前景如何？

冯增木：对于收集鱼盘，
有的瓷器收藏家不以为然，说
该类瓷盘都是“大路货”，算不
上收藏品，没有什么升值潜
力。而我没有听信这一家之
言，我收集的是文化、是爱好、
是兴趣！

鱼盘虽然曾为生活实用
瓷范畴，但却个个都是人工手
绘的图案，且造型生动，线条
流畅，颜色古朴，有一定的艺
术性，此为艺术价值所在。鱼
盘的生产年份是在清末或民
国年间，距今已有70至100多
年的历史，从这个角度上讲应
具有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一
定的文物价值。鱼盘出现的历
史是短暂的，开始的产量肯定
较大，但其消耗量也是大的，
而存到今日实为百不传一，且
具有不可再生性。鱼盘曾是生
活实用品，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已完成了它的实用使命，
演变为仅供陈列欣赏的收藏
品。当鱼盘置于架上供我欣赏
时，心中总是涌动着莫大的满
足和无比的喜悦。

冯增木：喜看鱼翔瓷盘中
本报记者 霍晓蕙

格藏家点击

切忌“情人眼里出西施”

十几年来，购买鱼盘的人
越来越多，市场上鱼盘的数量
越来越少，价格也随之越来越
高，时至今日已到200元一个，
且很少见到。在一些店铺中，
品相稍好的鱼盘，定价已在千
元以上。目前在市场上偶尔见
到的鱼盘，又存在一个新旧的
问题。新仿制的鱼盘画工呆
板、颜色光鲜、少有古气，如不
仔细分辨，往往吃亏上当。

搞收藏的人由于钟情于
某一收藏门类，当看到一件符

合自己收藏需要的艺术品时，
往往是一见钟情、爱不释手，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看
到的都是优点，丧失了辨别能
力，容易把假的当作真的、赝
品当作真货，花高价收藏而不
自知。有时候收藏真的像谈恋
爱，明明别人在欺骗你的感
情，你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对方
是真心爱你的，这样当然不会
结什么善果。搞收藏需要质疑
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才能
收到真正的好东西。

收藏未必要成“家”

收藏本身是一桩快乐随性
的事情，不要一提收藏就变成求
大求全、成家成名，那反而成为

压力了。收藏就是一种参与的过
程，无论你藏有千万件或者只有
十几件藏品，都是在收藏；收藏

会有升值和财富增长，那是随时
间进程自然的过程，不要把收藏
变成财富的聚集和炫耀。

众名家出任山东大厦艺术顾问

本报讯 (记者 霍晓蕙 )日
前，我省书画家于阳春、娄以忠、
尹延新、吴泽浩、张登堂、陈玉
圃、康庄、李承志、张宝珠、解维
础、沈光伟、荆向海、李学明、岳
海波、张乐毅、卢洪刚、宋丰光、

张锦平、杜华、梁文博、韦辛夷、
顾亚龙、张望、舒大文、李勇、张
传旭正式受聘担任山东大厦美
术馆的艺术顾问。聘任仪式后，
26位名家在活动现场挥毫泼墨，
寄情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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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巧雕“福寿连连”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实习生 胡敬爱

经过近两个月的精雕细琢，
山东工艺美术大师、济南葫芦雕
刻传承人张冰，终于完成了他的
龙年新作《福寿连连》。

看，这件被命名为《福寿连连》
的葫芦雕刻作品，不仅寓意吉祥，
从 技 术 上 来 看 也 堪 称 精 美 绝
伦——— 在两个连体的葫芦上
面，一个刻了100个福字，
另外一个刻了80多个
寿字。作品整体
采取透雕的
方 式 ，玲

珑可爱，葫芦上每个字体都有变
化，整体又是非常和谐。

1995年以来，张冰先后获得
“民间工艺美术家”、“山东省工
艺美术大师”、“济南十佳民间艺
人”等荣誉称号。2 0 0 7年，一个
由葫芦透雕制作的《千福》，让张
冰成为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
花奖”的得主。2 0 1 0年10月，张
冰的葫芦雕刻被列入济南市第
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
今，他又被聘为济南市民间文艺
家协会副会长，忙于民间艺术的
整理和拯救工作。

张冰
葫 芦 雕《 福 寿
连连》

内地艺术品拍卖公司年成交额首破百亿

嘉德书画拍卖再夺全球桂冠
本报讯 根据知名艺术品

网站ARTPRICE发布的报告，
2011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以47 . 9
亿美元的成交额登上全球艺术
品市场榜首，在全球总成交额中
占到41 . 43%。美国的成交额排
名第二，达到27 . 2亿美元，比例
约占23 . 57%；随后是英国，成交
额为22 . 4亿美元，约占总成交额
的19 . 36%。而中国内地拍卖公
司的年度总成交额也在2011年
首次突破百亿大关。

根据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
公司公布的业绩，2011年全年，包
括中国书画、瓷器家具工艺品、中
国油画及雕塑、古籍善本、邮品钱
币铜镜以及名表珠宝翡翠门类，
春季、秋季及四场嘉德四季拍卖
会共成交29700件拍品，全年总成
交额突破百亿，高达112 . 3亿元人
民币，四件拍品过亿，144件拍品
超过千万大关，创出嘉德成立18
年来的最高成交纪录，相比2010
年全年75 . 5亿人民币总成交额增

长了48 . 7%。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嘉德书

画拍卖一直在国际国内的书画拍
卖平台上保持着引领地位，成交
额度、成交比率、专业性、客户认
可度、世界影响力均保持行业最
高水准，历年来多项大师最高成
交纪录由嘉德落槌实现。2011全
年，中国书画部分共成交作品
10700余件，总成交额超过74亿元
人民币，三件作品迈过亿元大关，
94件作品超千万成交，再次稳居
全球榜首。

据最新消息，中国嘉德将于3
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公司总部
(建国门内大街18号恒基中心2座
603)举行公开征集，为2012春季
拍卖会征集拍品，征集门类涵盖
中国书画、明清瓷器玉器家具工
艺品、现当代工艺美术、中国油画
及雕塑、古籍善本、邮品钱币铜
镜、名表、珠宝翡翠，可谓中国嘉
德2012年的“大动作”之一，值得
各位藏家期待。 （静文）

冯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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