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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为艺博会加足马力

东北(沈阳)艺术博览会是辽沈晚报和
齐鲁晚报联袂奉献、重点打造的一场艺术
展会。值得一提的是，齐鲁晚报将山东地区
办展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本届艺博会中，在
招展推进的过程中，不断的筛选具有代表
性的画家入展，为拓展东北艺术市场提供
了更加多元的艺术形式。其中中国抽象表
现主义画家陈老铁，他用富于视觉张力的
色彩和笔墨为东北人们展示他对水墨艺术
的新探索。与陈老铁善于用色不同的是，有
着“林式虎”之称的林剑冲，他笔下的虎线
条简练，擒纵自如，笔意惊魂，具有鲜明的
个性特征和视觉感染力。

媒体合作强大的宣传力度吸引了来自
全国艺术家的支持。其中景德镇大翁美术
馆因信赖于媒体的推介广度，继在山东参
与了齐鲁晚报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书画名家
精品博览会之后，将继续参展本届艺博会。
同样有来自景德镇的中青年陶艺家李川、
王毅，他们将抽象的现代艺术语言与传统
技法的深刻剖析创造出陶瓷艺术的新风
尚。

本届艺博会在吸纳各地风格特点鲜明
画家的同时，也得到了本土艺术家的关注
和支持。其中“寻源问道——— 李智、李洋艺
术作品展”将展示两位来自辽宁画院青年
画家的作品。李智自言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人，表现在绘画艺术上也是相对复古一些。
他采用古老的矿物质颜料，在艺术创作中

融入了当代的审美趣味和个人情感，设色
浓丽而不失典雅，展现出来的是纯粹浓厚，
厚而不腻的艺术面貌。而李洋一直醉心于
行草书的研习中，他将书法的用笔和走势
引入到大写意的花鸟画创作中，讲究笔情
墨趣，书画杂糅，擅文人画的传统题材梅、
兰、竹、菊。他们用20幅的书画作品，展示了
自己在艺术上的探索。李智坦言，希望借助
媒体这辆“顺风车”向两地人们展示自己的
艺术世界。

12位版画名家引领东北版画鉴藏

本次艺博会引入策展人机制，其中
“观物·致知——— 首届名家版画艺术展”的
举办即是策展人机制引入的首次试水。策
展人通过考察东北艺术氛围，为艺术家
特别策划了“观物·致知——— 首届名家版
画艺术展”，并组织邀请了来自北京、天
津、江苏和辽宁四地的12位版画名家王
超、孙立丽、刘永夫、任志鹏、朱汉云、杨
晓霞、范敏、武学良、徐绥新、梁锐、曹明
凤、程庆陶(排名按姓氏笔画)的参与。他
们多为美院高校的中青年教师和社会著
名的版画家，具有较高的探索意识和学
术品格。

本次邀请的版画家，在雄浑朴茂的风
格语言上，既能把控大场景的空间，也能
作小幅细微的表述。他们深入生活，扑捉
生活中令人发省的瞬间，将具体的、偶然
的现实抽离放大，运用纯朴的版画语言和
叙事性的图式结构，解读着现代人的精神

困惑和现实状态，完成了画家对社会现实
的超越和思考。沈阳大学版画系主任，硕
士研究生导师刘永夫介绍：“版画具有地
域性，东北地区的版画实力雄厚，特别是
鲁美的铜板在全国来讲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在表现题材上东北版画更多的为北方
老工业基地的景象。中国版画虽然没有
其他画种那么繁荣，但是版画更容易进
入老百姓家庭，艺博会这种形式，能够拉
近艺术与公众的距离，真正的让艺术走
入生活。”

版画的复数性凸显了版画作为传播
载体的优越性。版画家朱汉云说：“版画
属于小众化的画种，受关注度低，但是从
版画本身来讲，学术品质高。由于版画制
作的间接性，掺入了很多技术性的因素，
使画家更注重于学术探知；从另外一个
层面上讲，版画走在艺术发展的前沿，探

索前卫的东西更直接。但是与市场的接轨
不是很融洽，我认为大众才是艺术的土
壤，本次展览我将展出偏写实的作品，以
接近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形式，提升大众
的欣赏品味。通过艺博会的展示，使具有
学术品格的高雅艺术更加的‘接地气’”。
版画的价格相对来讲不高，其本身的价格
还未凸显，也是收藏的最佳时机。本次“观
物·致知——— 首届名家版画艺术展”集结
了近60幅精彩的版画作品，这些作品在传
达社会信息，感受时代心声的同时，更为
大众了解版画、欣赏版画、收藏版画提供
难得的机会。

据组委会透露，本届艺博会引进国内
多家艺术机构的精品和藏品参展，规模
大、展品多、品位高、层次丰富，力争打造
成为东北地区具有品牌效应的艺术展示
交流平台。 (胡敬爱)

东东北北((沈沈阳阳))艺艺术术博博览览会会2255日日隆隆重重登登场场
由齐鲁晚报和辽沈晚报联合主办的“2014东北(沈阳)艺术博览会”将

于9月25日隆重亮相辽宁·沈阳科学宫会展中心。本届东北(沈阳)艺术博
览会借助全国强势媒体辽沈晚报和齐鲁晚报两大媒体的宣传优势，秉
承“让艺术走近读者、让艺术进入生活”的理念，吸引了很多画家的参与
热情，得到了艺术机构及艺术家的大力支持，有来自北京、天津、江苏、
江西、辽宁、山东等地艺术家的参与，涵盖了国画、油画、版画、书法、陶
艺、红木家具、玉器等门类，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收藏价值。

▲《即将消失的记忆》 60X80cm 版画 刘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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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拍卖市场进入了平淡期，拍
品的难征集、较低的成交率让艺术品拍
卖会变得不再那么吸引人。对此，多家拍
卖行也不断寻找征集好的拍品，以能引
起藏家的关注，于是，娱乐圈和社会公众
人物的遗产拍卖、私人收藏、手札信件，
作为拍卖行的“救命稻草”，逐渐亮相拍
场，吸引了藏家眼球。

娱乐圈明星物品受追捧

西方文化的开放性，成为明星遗产
拍卖的“温床”。日前，已故美国流行音乐
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的家族财产在国外
网进行拍卖，被隐藏了半个世纪的橱窗
宝藏得以公布，更多杰克逊和他家人的
秘密也被呈现出来。据悉，该拍卖会一直
进行到9月19日，很多物品的拍卖从100
美元起价，磁带作品1000美元起拍，并不
算高的竞拍价格，让普通家庭也可以拥
有天王的藏品。此次拍卖内容十分丰
富：杰克逊自己未发行的5张专辑、宠
物黑猩猩的黑色燕尾服、商业和法院
文件，其五个兄弟姐妹的各种玩具，该
家族族长乔·杰克逊的业务文档，都引
起了杰克逊歌迷们的争相竞买。事实
上，这不是首次明星物品竞拍，杰克逊
的生前部分物品早在几年前的美国朱
利安拍卖行就曾经拍卖过。其中，有孩
子们写着“我爱爸爸”的厨房黑板，就
拍卖了5000美元，还有杰克逊曾在镜
子中写着鼓励自己话语的衣橱，拍卖了
25750美元。其他拍卖品还包括家具、艺
术品以及与杰克逊生前住宅有关的物
品，共拍出了近百万美元。

此外，伊丽莎白·泰勒珍藏的梵高
油画《圣雷米疗养院与教堂风景》、埃
德加的自画像和克劳德毕沙罗的风景
画作也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一共拍得
了1400万英镑的高价，让艺术界一片
哗然。

近年来，国内“娱乐圈”明星的作品
也逐渐走上拍场。如：流行音乐歌手周
杰伦创作的版画曾在北京荣宝拍卖
有限公司迎春拍卖会“西画名家及
当代新锐专场”上拍。这是北京荣宝
拍卖有限公司首次推出周杰伦版画作
品，也是周杰伦出道以来在艺术上的
一大突破，明星纸上作品的问世掀起

了艺术与时尚的新潮流！随后周杰伦更
是打开了创作的“闸门”，每款限量印刷
200幅的《幻想Fantasy》版画，每幅标价
5000元，被上海的茉茉艺术商店抢到了
上海唯一销售权，引起了一阵“周董迷”
的收藏热潮。

当然，在娱乐收藏品的受众中，巨星
的粉丝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
热衷电影和音乐方面收藏的收藏家。目
前比较热门的收藏除了娱乐圈大腕的相
关物品，摇滚界的一些巨星的乐器、纪念
品也成为收藏的目标之一。

历史人物拍品有价值

近年来，历史人物的遗产及生活用
品拍卖也十分火热，备受国有文博机构
关注和收藏。此前，沈阳新年首场艺术品
拍卖会首次从一位辽宁籍海外华侨手中
征集到了一批张学良贴身使用的珍贵用
品，其数量之多在国内艺术品拍卖会上
出现还尚属首次，格外耀眼，预展期间就
实现了定向拍卖，被某国有文博机构作
为文物整体购藏。

此外，杜月笙的遗产、旧藏、手札、
书法作品也逐渐亮相拍场。杜月笙作
为上海滩黑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传奇
人物，也成为当下人们最想研究的公
众人物之一。当杜月笙收藏的清宫廷
画家李廷樑临的《白鹰图》、杜月笙所
作的《行书八言联》等作品亮相拍场，
就受到了藏家的积极关注和购藏。“杜
月笙热”尚未退潮，据了解，银座拍卖
还将于近日推出杜月笙与其夫人孟小
冬的遗产及手札书信拍卖，是今年秋
拍的“吸睛点”之一。

据业内人士分析，这些历史人物
的生活用品与藏品之所以有价值，是
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商品，它们还承载
着这位公众人物的人生某个片段，是
历史中的一部分，人们买走的这某一
块“历史碎片”，也参与了这位历史人
物的某一部分生活。

名家收藏及遗产来源真实可靠，
拍品整体档次较高，正被越来越多的
收藏投资者认可与参与。拍卖行不妨
把目光锁定在明星与其他领域的公众
人物处，这也许将是当下激活拍卖市场
的一剂良药。 （贾佳）

格话说馆藏

北北京京故故宫宫博博物物院院
藏藏《《清清明明上上河河图图》》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
世名画之一。北宋风俗画作品，宽
24 . 8厘米，长528 . 7厘米，绢本设
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
的一幅精品，属一级国宝。《清明上
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
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中国乃至世
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作品以长卷形式，将繁杂的
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卷
中，画中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是农村，另一部分是市集。画中有
814人，牲畜83匹，船只29艘，房
屋楼宇30多栋，车13辆，轿14顶，
桥17座，树木约180棵，往来衣着
不同，神情各异，栩栩如生，其间
还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情节，笔墨
章法都很巧妙，颇见功底，具有极
高的史料价值。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
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
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
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
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
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
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
富情趣。

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
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
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
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
而今这些在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
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
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
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
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
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
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

此画用笔兼工带写，设色淡
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

家数”。构图采用鸟瞰式全景法，真
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
京东南城角这一典型的区域。作者
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
视法”组织画面。画面长而不冗，繁
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画
中所摄取的景物，大至寂静的原
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
舟车里的人物，摊贩上的陈设货
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在多
达800余人物的画面中，穿插着各
种情节，组织得有条不紊，同时又
具有情趣。

我国古代类似的史诗性风俗长
卷应该不止此一幅，但却只有《清明
上河图》有幸保存下来。宋、元、明、清
四朝，此图都曾入藏皇宫内府，却又
总被侵宋的金兵、宫内装裱匠、权宦
冯保和逊帝溥仪偷出，在民间辗转流
传，经历传奇。 （马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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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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