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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7日，台
湾文化创意产业琉璃工房
携北京故宫藏品亮相济南，
并现场展示汉代工艺“脱蜡
铸造法”。

琉璃工房由金马奖、亚
太影展最佳女主角杨惠姗
和金马奖最佳导演张毅创
立，有三件作品获故宫典
藏。在济南亮相的《生生不
息》是获故宫收藏的作品之
一，这件作品由一个半圆底
座与两条腾龙构成，经过高
抛光处理的底座，可以看到
内部升腾的气泡，象征着生
命源源不绝的活力和人生
向上的意志。

现场进行了汉代工艺
“脱蜡铸造法”的展示，多道
细腻工序体现了老祖宗的
工艺智慧。

本报讯 北京传是2011

年秋拍12月6日圆满收槌，
6 0 0 余件作品以总成交额
5 . 92亿元人民币、83 . 15%的
平均成交率收官。

在此次秋拍中，首推
《紫玉金砂——— 宜兴紫砂专
场》，共计97件，成交89件，
总成交额为3327 . 5万元人
民币。其中清乾隆描金山水
壶以460万元成交，位列专
场第一。该壶以紫砂胎配描
金山水，篆书风雅，肩部纹
饰华丽，彰显皇家用器的风
范，是一件十分少见的清代
宫廷紫砂壶。位列价格排名
第二位的清代的子冶壶，原
是大石斋唐云先生之旧藏，
以391万元成交。

中国书画专场中，徐悲
鸿《五骏图》以4600万元人
民币的成绩拔得头筹，齐白
石的《玉兰斑鸠》以2185万
元人民币的成交额成为该
场榜眼。

本 报 讯 “ 桃 李 英
华——— 何家英师生美术作
品展济南展”于12月12日在
山东省美术馆展出。

何家英现任中国美协
副主席、天津画院院长，著
名工笔人物画家，此次展览
是何家英师生巡展的第六
站，之前已在南京、合肥、南
昌、武汉、西安等地成功展
出。此次展览共展出何家英
师生的作品100余幅，其中
包括何家英本人历年来具
有重大影响的经典工笔画
作品十余幅。展览期间，何
家英还将在驻济高校举办
学术演讲会。

本报记者 霍晓蕙

格收藏视点

架上雕塑：
待开发的收藏洼地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实习生 胡敬爱

立体艺术稀缺门类

所谓“架上雕塑”，是指雕
塑家个人探索性较强、创作风
格较明显、受公共环境因素制
约较少的一类体量较小的雕
塑，因多在轴架上完成而得
名。曾创作《五三惨案纪念碑》
等作品的我省雕塑家、山东艺
术学院教授李振才告诉记者，
城市雕塑、纪念性雕塑、环境
雕塑这些大型的雕塑一般只
固定陈列于公园、广场等场
所，不在市场上流通；民间泥
塑、造像等也是雕塑的一种形
式，但都不属于架上雕塑的范
畴。架上雕塑蕴含着创作者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体现了
创作者的艺术修养。作为立体
的造型艺术，它带给欣赏者的
是不同于书画等平面艺术的
立体视觉美。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架上
雕塑创作有了长足发展，代表
性作品有袁晓岑的《母女学文
化》、潘鹤的《艰苦岁月》等。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近20年来，中
国当代雕塑艺术渐趋成熟。

国外受宠国内遇冷

在国际收藏市场，架上雕
塑一直是宠儿，甚至已经成为
艺术与高贵的象征，拍卖价在
2000万美元以上的雕塑屡见不
鲜。去年2月，在伦敦苏富比拍
卖行，国际雕塑大师贾科梅蒂
的一件青铜雕塑《行走的人》以
惊人的6500万英镑天价被拍出
(约合1 . 043亿美元)，刷新了毕
加索《拿着烟斗的男孩》在2004
年创下的1 . 042亿美元的纪录。
但在我国艺术品市场上，架上
雕塑却正处于起步阶段。

多年来，架上雕塑价格明
显被低估。2004年李象群的《掷
铁饼者》以30余万元的价格被
收藏，已经是当时架上雕塑价
格的制高点。由于没有多少收
藏家愿意投资雕塑，以致各大
艺术品拍卖公司推出的“绘画
和雕塑专场拍卖会”都成了绘
画专场，雕塑基本流拍。

是什么制约了架上雕塑在
我国艺术品市场的行情？李振
才教授认为，很大程度上来自
于人们的认知。“在中国历史
上，相对于书画，雕塑未形成人
文艺术，从而未被人们认真对
待和熟知，相关美育的匮乏，使
人们对雕塑艺术的欣赏与审美
能力受到限制。”另外，雕塑的
制作成本相对较高，创作周期
长，数量相对较少，在收藏领域
内流通缓慢，也是一个重要的
因素。架上雕塑没有像字画一
样有可操作性的成熟的市场价
格和参考行情，流通的渠道也
远不如画作畅顺。

收藏行情日渐升温

尽管目前仍处于收藏洼
地，但随着艺术品市场的火
热，雕塑也开始不动声色地升
温，涌现出了向京、展望、隋建
国等一批为大家所熟知的雕

塑艺术家。
随着实力雄厚的大收藏家

以及私人投资机构介入雕塑收
藏，雕塑的拍卖行情也一路看
涨。2008年春拍，在内地各家拍
卖行当代艺术拍卖遇冷的背景
下，雕塑拍卖呈上升势头。杭州
西泠印社与中国雕塑学会合作
推出了雕塑专场，共推出近60
位艺术家的67件拍品，成交率
达到95 . 5%，总成交额为1067
万元。在海外拍卖市场，中国雕
塑作品也受到收藏家们的关
注。

影响雕塑艺术品成交的
因素很多，李振才教授表示：

“艺术家的名气、雕塑作品的
工艺水准、雕塑艺术品的材料
等直接关系到雕塑艺术品的
价格。虽然说艺术家的知名度
是虚的东西，没法严格界定，
但是也直接反映在艺术品的
价格上。关于雕塑艺术品的材
料，有的雕塑家直接在雕塑作
品中加入真金、宝石，别的且
不谈，仅材料就价值不菲。”

李振才对记者表示：“虽然
雕塑逐渐走热，但总体行情还
没有形成气候，目前雕塑的价
格正处于低位，潜力巨大。”他介
绍，国家及行业制度上规定了
每一种雕塑作品的件数上限是
10件，很多艺术家通常为了自己
的声誉会去严格控制作品量。
这也使得雕塑作品的价值得到
了有效保证。目前雕塑家的人
数相对于书画家较少，属于稀
缺艺术门类，收藏价值较高。

本地雕塑正在兴起

据了解，虽然目前山东雕
塑收藏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

在国内甚至国际知名的本土雕
塑家及雕塑作品却不在少数。
李振才教授的多件作品早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被中国美术
馆等专业机构收藏，更以其鲜
明独特的雕塑语言在艺术界享
有盛誉。日前在国际上负有盛
名的雕塑家隋建国也出自山
东，是李振才教授早年的学生。

为了培育雕塑品收藏市
场，艺术家和文化机构也做了
诸多努力，各地举办了形式各
异的雕塑展览。山东省雕塑艺
术家协会今年就在山东省委宣
传部、省文联主办的“大众艺术
节”上推出雕塑收藏精品展，面
向社会大众推广雕塑艺术。

借工艺化活跃市场

尽管雕塑为越来越多的
人所认知，但走进寻常百姓家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李振
才教授认为，雕塑走进百姓
家，必须走工艺化之路，也就
是说，把艺术家的雕塑原件转
化成工艺品，推向市场，装点
百姓的家居生活。

“雕塑家的作品转化成工
艺品，化身千万，普通大众才
有机会和能力购买，只是目前
国内缺少雕塑品转化为工艺
品这样的机构和组织。”李振
才教授介绍，艺术品转化成工
艺品在国外是常见的，米开朗
基罗的《大卫》是世界级的艺
术瑰宝，寻常人不可能拥有
它，但可以购买它的复制品或
者工艺品摆在家里欣赏。“如
果我们也把优秀的雕塑转化
为工艺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活跃雕塑市场。”

摄影：本报记者 徐延春

琉璃“国宝”

《生生不息》亮相济南

传是秋拍

清描金山水壶拍出460万

“桃李英华”

何家英师生展今开幕

琉璃艺术品《生生不息》

清乾隆描金山水壶

日渐繁荣的艺术品市场几乎为绘画艺术所独享，作为另一

项重要造型语言的艺术——— 架上雕塑，似乎一直都是陪衬。不

过，近两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一些机构和私人开始对架上

雕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业内人士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审美从平面走向立体是很自然的，目前架上雕塑属于待开发的

收藏洼地，有眼光的收藏者可以对这一领域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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