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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旧旧墨墨之之中中有有风风流流
国内名人手迹收藏方兴未艾

张充和手迹

从1万追至30万

今年7月举行的西泠
春拍中，“近现代名人手迹
专场”张充和先生的手迹
和她收藏的数十件文人墨
迹尤为引人注目，成交价
基本达到估价的十多倍。

张充和1913年生人，虽
然她多年生活在海外，但随
着她先后在苏州和北京举
办个人书画展览以及她的
题字集《古色今香》等书籍
的出版，中国的文化界对她
已渐有了解，她是那个时代
“闺秀学人”中仅存的硕果。

此次拍卖会上张充和
先生的书法作品只有一
件，1993年10月下旬，张充
和和她的丈夫傅汉思访问
凤凰，祭扫沈从文墓，登山
临水，缅怀故人，因作《望
江南》五首。这是一件绢本
小楷作品，词美书妙，可以
说是张充和先生的一件代
表之作，因此为这个专场
众多喜爱张充和书法者们
所热追，从一万元起拍最
终至30万元落槌。

发展规模———

目前仍属方兴未艾

香港苏富比春拍中，
众多名人书法作品以高价
落槌，胡适的书法立轴《自
提小照》估价5万至7万港
元，成交价则达到了122万
港元，林语堂的《浮生半日
闲》也从4万港元拍至30万
港元。而在嘉德春拍中，于
右任的138件作品百分之
百成交，作品平均单价超
过30万元。

国内著名拍卖师刘新
惠参与了今年多场春拍会
上的名人手迹拍卖，“西泠
春拍”的名人手迹拍卖专

场，刘新惠也是见证者之
一。他认为，从此次拍卖会
所受的关注程度来看，名人
手迹的拍卖和收藏，有可能
成为国内收藏界的热点，拥
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原因
是，这个领域内受人关注的
多为鲁迅、陈寅恪、沈从文
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
名人，而中国历来有着因
“文如其人”进而“知人论
世”的传统，通过名人手迹
来解读名人，无疑会是一种
很好的方式。

刘新惠称，中国的名
人手迹收藏，目前仍属于
方兴未艾的阶段。此类收
藏主要面临着两方面的问
题，其一是由于作者生前
身后的变故，导致许多手
迹未能妥善保存，早已湮
没；其二是这些手迹大多
都由文学艺术联合会这样
的专属机构收藏，并未大
量进入拍卖市场。刘新惠
转而谈道，在西方尤其是
欧洲，名人手稿作为一种
价值特殊的文献，不仅拥
有数量众多的收藏者，也
拥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收
藏机制，例如举世闻名的
爱因斯坦手稿，几乎每一
个公式和符号都很好地保
存了下来，后人可以从手
稿中追溯其天才的智慧和
思考的过程。相比之下，国
内的名人手迹收藏还有相
当长的道路要走。

刘新惠认为，应当鼓
励这些手迹进入拍卖市场
和私人收藏领域，以令更
多珍贵的文化资源为人们
所了解。

价值定位———

文献意义非比寻常

刘新惠认为，名人手
迹在其价值定位上，首先
就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收

藏品。同为手迹，与书法
类收藏品相比，这些名人
手迹或许并不具有艺术
欣赏的价值，却承载了许
多名人真实的生命轨迹
和其文化学术的进程，因
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文献
意义。

大体上来说，名人手
迹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日常所写的日
记、便条，以及朋友家人
之间往来的书札信件；以
“西泠春拍”拍卖专场上
沈从文的书札手稿为例，
透过这些颇具生活气息
的手迹，后人可以更好地
理解沈从文这位文学宗
师的性情和人格；而第二
类则是学术著作和文学
作品的手稿，无疑，后者
的文献价值更为高昂。试
想，如果《边城》的手稿也
出现在此次拍卖专场的
话，必然又是另一番光
景。

刘新惠提到了不久
前陈寅恪手稿的一次拍
卖，该批手稿的成交额为
数十万元，考虑到名人手
稿特殊的文献价值，目前
的市场价位仍是不成熟
的。刘新惠还认为，国内
收藏界很少出现真正价
值连城的名作手稿，大多
的相关拍卖品仍属于第
一类，文献意义终究有
限。在手稿传承的这分艰
辛和曲折中，我们还可隐
约窥见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的复杂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
名人手迹拍卖价格的走
高，鱼目混珠也成了拍卖
市场上公开的秘密，投资
者需要在市场中练就眼
力，可以参考《民国书画
大全》、《名人民国书法》
等书籍。

(本报综合)

我收藏名人手迹有几个
标准，内容必须要有文献价
值，这个人要是某个学术领域
内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收藏的
目的，也不光是为了占有，而
是为了去考据、研究和著述。

在对所藏名人手迹的研
究中，最有成就感的是我根据
马衡先生写的一篇为“易案”
而作的《附识》撰写的《马衡
〈附识〉谈易案》的文章。揭示
了马衡在所谓“易培基故宫盗
宝案”中的真实想法和做法，
澄清了几十年前的史实。

这册马衡于1936年为纪
念张元济先生70寿辰所作《关
于鉴别书画的问题》论文抽印
本，是我在旧货市场一书摊上
购得的。没想到，马衡于1950
年亲笔书写的《附识》就在书

的封三。
《附识》开宗明义就说是

为了“易案”而作。“易培基故
宫盗宝案”，是当时国民党元
老、时任司法院副院长张继为
泄私愤，与南京地方法院勾
结，故意栽赃易培基的一大冤
案。这一冤案，致使易培基含
冤而死。而马衡却能在易培基
最困难的时候，以学术论文的
形式为易培基洗冤。

马衡先生的《附识》具有
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正巧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约我写一本
叫《旧墨记》的书，于是我就把
马衡的《附识》编进了《旧墨
记》中，没想到这篇考据文章
得到了不少肯定。马衡先生的
长孙马思猛发现了《马衡〈附
识〉谈易案》一文后，就通过电

话约我相见，想亲眼看看祖父
的论文抽印本。

马思猛非常感谢我对抽
印本妥善保存，并写出了考据
文章。马思猛先生还把我的这
篇文章收录到他写的书中。

我看重的还有一份是新
中国文字改革的资料。上世纪
50年代，中国文字要进行简
化，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将第一次简化字的表格，还有
将简化的偏旁部首发给所有
学术界的人，让他们提意见。
而其中学术界知名人士提出
意见的手稿有一部分被我收
藏。

关于这部分手稿的“出
来”，周有光当时就发出遗憾：
这批资料流失太可惜了。当时
教育部大楼拆迁，文字改革委

员会认为是过期档案，将其扔
出来了。扔出几口袋以后，被
小贩拉走了。小贩刚刚拉走，
周有光先生正好到文字改革
委员会去，一看是当时的资
料，就说不能卖。

我在旧书市场看到这批
资料，一看都是当时专家对文
字改革提建议的原始资料。类
似老舍在文稿上就“马”字的
简化发表自己的看法；郭沫若
则对拟简化的“鱼”字提出了
建议。他对文改会提出的三个
简化的“鱼”字都不同意，提出
了自己的方案，现在我们使用
的简化“鱼”字，就是郭老提出
的方案。

现在我收藏的名人信
札数以千计，这是起步早
的优势。

格收藏心得

名人手迹，文献价值最珍贵
□方继孝

“文如其人”进而“知人论世”。通过名人手迹来解读名人，无疑会是一种
很好的方式。从去年秋拍起，一些文化名人的手迹便在拍卖场上获得青睐，
近期结束的各大春拍，众多名人手迹更是以高价落槌，一股名人手迹的收藏
热正悄然兴起。

▲郁达夫手迹

▲陈布雷手迹

▲徐志摩手迹

▲张充和手迹

▲陈毅手迹

▲鲁迅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