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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谷纹青

玉璧、玉圭、玉觽

青玉质，共4件，玉璧1、玉圭1、
玉觽2，为一组。

玉璧，直径15 . 5厘米，厚0 . 45厘
米。色泽莹润，璧两面皆以蒲纹为
地，线刻谷纹，璧缘刻弦纹。

玉圭，长9 . 3厘米，宽2 . 3厘米，
厚0 . 5厘米。素面无纹，有玻璃光泽。

两件玉觽，素面无纹，有玻璃
光泽。但尺寸、形态略有差异，一长
12厘米，宽1 . 66厘米，厚0 . 5厘米。一
长11厘米，宽1 . 52厘米，厚0 . 5厘米。

玉器在中国上古时代除少量
日用器外，主要作为礼器出现。玉
璧经常与玉圭、玉觽等组成不同礼
器组合，用于不同的祭祀对象和祭
祀等级。此组玉器种类丰富，制作
精致，显然是帝王等级的祭祀礼
器。这组玉器于1976年出土于烟台
市芝罘岛阳主庙遗址，即为著名的
齐地八神之阳主所在地，先秦至秦
汉时期常在此举行很隆重的祭祀。
千古一帝秦始皇就曾三登芝罘祭
祀阳主，这组玉器应该就是秦始皇
当年祭祀所用。

今年秋拍开始，单色釉行
情出现上涨，难得一见的白釉
瓷器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不过，收藏者除了要学会如何
品鉴素净、简洁的白釉外，还
要懂得分辨白釉和半成品。

收藏者们都知道，元代
最著名的是青花，但除此之
外，当时的单色釉釉色也非
常出色，特别是蓝釉和白釉，
釉色明亮均匀，传承了宋朝
青白釉瓷的风格。元青花美
名太大，掩盖了单色釉的“风
头”，普通收藏者并不了解。
其实，景德镇白釉瓷器出现
早于元朝，当时较多见的是

枢 府 窑 白 釉 堆 贴 花 卉 纹 瓷
器，有些碗类瓷器内则堆贴
有“枢府”二字，元代时期的
白 釉 几 乎 算 是 最 精 美 的 白
釉。

因为有了元朝的基础，明
朝永乐年间，白釉瓷器的造诣
被推向顶峰，并出现了一个非
常贴切的名称“甜白釉”。理由
就是永乐宣德时期白釉瓷器
施釉肥厚、莹润洁白而又甜
美。收藏者判断这个时代的白
釉，除了可以从施釉肥美判断
之外，还可以抓住另一个特
点，就是器物上有很多暗线刻
松鼠葡萄纹饰，算得上是这个

时期的“符号”。
目前市场上留存的明朝

单色釉数量极少，而白釉更是
少之又少。原来，白釉暗刻器
物在烧瓷的时候容易出现落
灰到白釉表面的问题，所以
极易出废品，成品率极低，只
有到了明中晚期，白釉瓷器
才略微比之前多些，但质量
也略逊色于永宣时期，以致

“甜白釉”的美称黯然褪去。
对 于 白 釉 瓷 器 的 收 藏 者 来
说，明代永宣时期的甜白釉就
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在拍卖市场中，明初期白
釉暗刻瓷器逐渐被认识，价格

开始走高。不过，由于白釉存
量少，部分半成品也趁机掺杂
其中。真正的白釉瓷器釉色光
滑圆润，而半成品的釉面相对
粗糙，带哑光；明清特别是清代
的白釉瓷器多有堆花、刻花、暗
刻花，如果收藏者看到的是这
个时期纯白没任何纹路的白
釉，就有可能是半成品。

而另一个重要的辨别手
法是看器型，元朝白釉瓷器以
白釉梅瓶和白釉暗堆缠枝莲
纹碗较常见，明朝甜白釉以宫
廷的白釉暗刻花卉棱口盘和
白釉僧帽壶为多，而“半成品”
与釉上彩器型更接近。（广日）

白白釉釉瓷瓷器器：：素素面面朝朝天天亦亦受受宠宠

行家指路

继今年春季名表拍卖会总成
交额达2 . 215亿港元、创苏富比全
球钟表拍卖会历来最高总成交额
及亚洲钟表拍卖会最高成交额
后，香港苏富比珍贵名表秋拍以
1 . 75亿港元收槌，足见今年名表市
场行情之火爆。

真正喜爱并收藏手表的人往
往不仅考虑其投资价值，也会考
虑文化内涵，从某个题材入手收
藏或系统收藏一个板块。比如北
京有一个很有名的“80后”收藏者，
在短短3年内就从拍卖市场、古董
店淘来100多块珐琅面的怀表，其
中最令人羡慕的是用2万美元买到
的一只百达翡丽女士怀表，年代
在100多年以上。珐琅手表的稀缺
度很高，而且在100年前定制一只
怀表的价格很可能可以买下一栋
房子，因为定制的手表往往是把
定制者的头像复制在怀表上，工
艺难度极高。

此外，还有山西收藏家专门
收藏“大八件”，原因是他极为崇
尚当年晋商的风采。当他从史料
中看到旧时晋商对“大八件”情有
独钟后，就以此为目标进行系统
收藏了。

名表系统收藏

方能挖到“潜力股”

“名家书画百扇展”在烟举行

迎迎面面摇摇来来清清雅雅中中国国风风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本周，一场汇聚了王明明、史国良等中国
当代书画大家扇画作品的“名家书画百扇

展”在烟台东方艺术会馆开展。
这是烟台首次举办扇画展。这悬于

墙上的一柄柄折扇，因为有了书画大
师的题字、作画，而具备了不同的美
感、生命力和收藏价值。

一把折扇抵万金

名家扇画标价30万

这几日，走进位于红旗路
台湾村社区的东方艺术会馆，
就仿佛走进了一个个浓缩于扇
面的精巧、别致的书画世界。

这是烟台首个“书画扇
展”，此次来烟展出的，全部是
在世的一线书画家的作品。王
明明、田黎明、史国良、龙
瑞……个个是相关领域的大
师；在艺术类型上，这百余幅
扇面，也汇聚了国画山水、花
鸟、人物，书法草、行、隶等艺
术形式。

走在展厅里，时不时会被
一幅幅精巧的扇画吸引。这边，
是中国当代著名人物画家、被

誉为“中国第一画僧的”史国良
反映藏民生活的《再牛不忘念
经》扇画；再走几步，中国美术
家协会理事、著名山水、人物画
家田黎明的《河上自有清风来》
清新脱俗的落于扇面上；还有

“中国脸谱第一人”傅斌所画的
各色脸谱，著名画家马海芳的
老北京风情……

记者注意到，这些扇画
中，来自中国美协副主席王明
明的一幅《溪山清逸图》扇画
标价30万，其他包括已故隶属
大师刘炳森，当代山水画大家
龙瑞等人的作品也在几十万
到几万不等。

“北京的宏宝堂每年都
会举办一届书画扇展，而在
一些大城市，这样的展览也
是常常有。”东方艺术会馆馆
长赵琪介绍，虽然烟台的收
藏氛围浓厚，但是在扇画展
方面，还远不如其他城市做
的多。

赵琪说，此次展出的书画
扇一半以上是他多年的收藏，
也有部分是为了此次展览专

门去北京邀请名家创作的。
赵琪表示，书画扇作为

一种小品来收藏，可能更有
群众基础。“画越来载体越丰
富，价格也高，因此很多画家
都喜欢画大画，但是对于一
般人来说价格无法承受。而
书画扇作为小品，也是名家
的完整作品，因此这几年也
开始慢慢回归小品，让书画
扇进入寻常百姓家。”

扇画收藏

渐入寻常百姓家

扇面画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扇面上采用书法，文献记载，
以东晋王羲之书老媪扇这脍炙人口的故事为先。王羲之曾
在团扇上画小人物，其子王献之曾画《为桓温书并画乌牸驳
牛扇》。到了宋代，随着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山水画、
花鸟画在唐末、五代基础上得到空前的提高。文人与绘画的
关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文人画创作高潮。加上皇帝对扇面
艺术的重视，书画扇面相应得到飞速发展，臻于顶峰。

明代书法家祝允明，曾经把在扇面上作画比做美
女在瓦砾上跳舞。所以书画家扇面的润格往往不以尺
幅的大小计算，而是单独计价。扇面给人一种视觉上
的延伸感，特别是山水画，往往咫尺千里、小中见大。

相关链接

扇画收藏

书画收藏界有一条不
成文的说法：一手卷，二册
页，三中堂，四条屏，五楹
联，六扇面，可见，扇面收藏
长期以来属于传统书画的
配角。不过，随着国内艺术
品市场的发展，收藏家也把
目光转向了扇面这一升值
潜力巨大的门类。近年来，
很多拍卖公司纷纷推出扇
画专场，一些名家精品还拍

出了高价。其中，2010年北京
保利春拍，南宋画家夏珪的

《松岩静课图》、马麟的《茉
莉舒芳图》、叶肖岩的《苔矶
独钓图》，三幅扇面均以336

万元成交 ;而创下拍卖最高
价格的扇面则是以2420万元
成交的刘贯道的《人物故事
图册》(元代人物团扇画六
开)，可见藏家对于古代名家
精品扇面的追捧程度。

走进博物馆

“中国第一画僧”人物画
大师史国良扇面作品。(由东
方艺术会馆提供)

本次
展览展出
的百余把
精美扇面
均出自名
家之手。
实习生
吕奇 摄

已故著名隶书大师刘
炳森扇面作品。(由东方艺
术会馆提供）

扇
画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王明明的扇面作品。(由
东方艺术会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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