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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文化盛宴

潍潍坊坊：：中中国国画画市市场场的的新新国国标标
本报记者 刘蒙蒙 见习记者 段婷婷

书画成了潍坊的大买卖

22日鲁台会展中心，中国画节
展览进入尾声，下午3点半之前，所
有的书画展位需要撤离会场。

前来观展的市民仍然络绎
不绝，人们在画作面前寸步移
动，拍照、手抄、描绘，热情不减。

多个展位的画家依然坚守
阵地，派送名片，微笑示意，并且
表示明年只要潍坊再向他们提
出邀请，他们一定会再来。

2013年4月21日，在第三届
中国画节开幕式上，潍坊被中国
画学会命名为“中国画都”，这也

成为继“世界风筝都”后，潍坊第
二张“金色名片”加身。

提起潍坊，不再只有风筝一
个形象代言词，用时下流行的网
络用语来说，潍坊越来越“高端
大气上档次”。

2011年4月16日，潍坊举办
首届中国画节，有3000幅作品首
次参展，13 . 4万人次，4 . 98亿元
的交易额让这个三线城市“受宠
若惊”。

惊喜远不止这些。
第二届中国画节举办期间，

1200多位艺术家带来4000幅中
国画精品集体亮相，参观人数
18 . 5万人次，交易额5 . 27亿元。

第三届中国画节，参展艺术
家3000多人，参展作品达10000
余幅，开创了高端、综合、群体性
中国画展样式的先河，也创造了
中国画展示规模最大的世界纪
录，人数达42万人次,书画交易额
达8 . 63亿元。

第四届中国画节迎来八方
来客达45 . 1万人次，中国画交易
额9 . 63亿元。

2013年12月30日，潍坊市画
廊协会在青州成立，在画廊协会
成立仪式上，潍坊市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丁汉邦介绍，潍坊书画
市场每年的经营额能达到120亿,
每年举办各类画展数千场，潍坊
已经成为不少书画家喜爱的城
市，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书画爱好
者慕名而来。

潍坊画馆从1998年开始搞
画廊生意，8000元起家，如今它
一年的书画销售额达到一个亿，
相当于一个规模以上企业。

潍坊画廊协会执行会长、潍
坊集文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田纪文表示，仅集文斋一年的书
画成交额就高达七八千万，最好的
时候也能达到上亿元，据了解，潍
坊各类画廊、书画室已经发展到
2000多家，成规模的专业画廊经营
单位已经有500多家，其中不乏沈
学仁画廊、集文斋等一批在全国有
相当知名度的画廊，书画产业年交
易额超过百亿元，书画产业已经成
为潍坊文化产业链条中至关重要
的一环。

全民收藏时代到来

文化的进步并不是发展在
一朝一夕，也不是盛会举办期间
的昙花一现。

潍坊长久以来的文化积淀，
市民的文化素养，决定了其画都
的称号并不是徒有其名。

郭味渠美术馆馆长郭远航
介绍，仅去年一年，美术馆就承
办了全国大大小小40多场次展
览，其中不乏齐白石、徐悲鸿等
顶级名家的收藏展，还有中央美
院师生作品展，国际儿童画展。

在郭远航看来，潍坊书画市
场，风生水起。

因为工作关系，郭远航每年
都会接触全国不少名家大师，交
流之余，他们也表达了对潍坊的
认可。

“有画家很奇怪，来潍坊办
一场展览，作品全部被预定了。”
郭远航说，而在一些富庶的江浙
一带，鲜有画展上人头涌动、摩
肩擦踵的场面。

在潍坊，书画的购买热情、
参观热情绝对高涨。

“这并不是说潍坊人有钱，
潍坊人闲，喜欢凑热闹。”郭远航
笑着说，他与不少市民、企业家、

政府单位领导交流的时候，发现
他们对于书画的见解头头是道，
这让郭远航非常惊喜，书画加入
了全民的参与而不是少数知识
分子独舞。

潍坊书画市场的推动不是
少数有钱的企业家和官方在推
动，而是社会型、全民推动，这是
潍坊异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大
城市的地方，也恰恰成为其稳固
中国画都称号的磐石。

潍坊画馆馆长付小泉也表
达了同样的看法，潍坊书画市
场发展存在的巨大潜力，与普

通老百姓的文化情结、对文化
的重视程度密不可分。

潍坊书画大家从古至今层
出不穷，古有张择端，郑板桥
等，近现代有郭味渠，刘大为
等，民间的艺术热情也根植于
代代传承当中。

“山东的市场热情，尤其
是潍坊地区，青州等地，收藏
书画已经成为老百姓精神文化
上的追求。”付小泉说，在他
与客户之间沟通中也了解到，
现在不少人把书画当成一种投
资，且不少大家的作品升值空

间巨大。
付小泉告诉记者，潍坊每

年都会举办几千场画展，这对
普通市民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熏陶，近年来，不少外地学者
也来画都潍坊进行学术研究，
这也说明潍坊书画市场在进
步。“人们看画不是只看笔墨
手法，还能了解到作者想要表
达的内涵。”付小泉表示，书
画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带动全
民欣赏水平的提升，收藏书画
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书画已经
飞入寻常百姓家。

44月月2222日日，，第第四四届届中中国国画画节节··中中国国潍潍坊坊第第七七届届文文化化艺艺术术展展示示交交易易会会落落下下幕幕,,五五天天盛盛
会会期期间间，，迎迎来来4455万万人人参参观观,,以以1100 .. 3388亿亿元元的的交交易易额额再再创创历历史史新新高高。。

文文化化盛盛事事，，迎迎接接八八方方来来客客。。连连续续四四届届中中国国画画节节的的成成功功举举办办，，使使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的的艺艺术术家家、、
收收藏藏家家认认可可潍潍坊坊。。““全全国国书书画画看看山山东东，，山山东东书书画画看看潍潍坊坊””不不是是一一句句假假大大空空的的宣宣传传口口号号，，潍潍
坊坊已已然然成成为为中中国国画画市市场场的的新新国国标标。。

中国书画市场的风向标

郭远航表示，深厚的传统底
蕴、良好的学术氛围、政府的大
力推动、繁荣的艺术市场，潍
坊一步步成为中国画市场的风
向标、中国画艺术的试金石。

与郭远航接触的不少艺术
家把来潍坊做展览当做一种
“赶时髦”的追求。

“一些画家在外地出售作
品的时候，会提及在潍坊的一

个市场价格。”郭远航认为这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表示，潍坊
书画市场起了标杆和尺度的作
用，而且书画家认同。

另郭远航更为期待的是，
潍坊自 2 0 1 3年整合全市画廊
业，结束了各个画廊、画室
“散兵游勇”的状态，以一种
专业化的业态呈现，综合季
度、年度数据，对外发布“潍

坊书画价格指数”。
指数发布后，某个画家的

作品交易量、价格涨跌情况、
人气指数都一目了然，打造潍
坊版本的中国书画市场的“国
标”。

田纪文表示，书画市场价
格变化历来都是市场关注的热
点，画家标价、画廊标价、拍
卖价等让市民不知所措，潍坊

书画价格指数基本能够涵盖当
代各时期画家以及各画家不同
题材作品的价格。另外，潍坊
画廊经营者、潍坊书画收藏爱
好者相对于书画家的名气，他
们更看重作品本身的价值，这
让价格指数少了几分跟风和
“虚火”，更加理性，可参考
价值较高。

在郭远航看来，潍坊的藏

家整体素质早已超越了全国平
均水准，不少画廊在全国也早已
名声在外，他们既能把握作品的
艺术内涵，也能把握作品中的商
业潜力。

中国一些有名的画家和书
法家多数都来潍坊开过展览，他
们的作品是否受市场认可，能否
卖出合理的价位，来潍坊一试便
知。

22日下午5点21分，90后年
轻画家庞聪在微信朋友圈上传
了一张与参展画家和工作人员
的合影，依依不舍地表达离别之
情，“潍坊，准备再见咯”，庞聪希
望明年还能来潍坊。

这位90后女孩第一次收到
大会组委会抛出的橄榄枝，与她
同龄的年轻画家在此次画展上

出尽了风头，博得了大家的喜
爱。

“这些年轻的、具备发展潜
力的年轻画家更能得到市场的
认可。”郭远航说，在人们的普遍
意识中，书画越是历史久远，越
是价值高，其实不然，当代社会，
越来越多年轻群体关注书画，也
相应有了自己的收藏对象。

庞聪到潍坊的第一天，就不
断上传照片更新自己的朋友圈，
与各位名师合影。

按照她的说法，这些名师大
家，只有在课本、报纸、电视上才
能看到，此次能够一起同台展
览，对于她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和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这也正是画节举办的意义

所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人士
思想大碰撞，产生更为奇妙的创
作灵感。

“潍坊绝对顶的起中国画都
这个称号。”郭远航说，中国画节
的成功举办，是一场高雅艺术与
群众节会的完美碰撞，让普通市
民与大师有了面对面的机会，文
化事业也与市场实现了同步发

展。
一些名师名画的作品不再

简单出入美术馆、展览馆，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领略大师风采。

郭远航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
了自己的愿景，潍坊应该立足已
经具有的文化底蕴，充满胆识与
胸怀把中国画都的名声做响做
亮，并引领中国书画市场的发展。

引领中国书画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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