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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印石

先从名家小件入手

福建寿山石、内蒙古巴林石、
浙江昌化鸡血石和青田石，是约
定俗成的“四大名石”。作为资源
类藏品，随着前些年不断开采，数
量越来越少，具有不可复制性和
稀缺性，有较高的收藏价值。近年
来赏玩印石的人群越来越多，价
格也被炒起来了。虽有不少人认
为四大名石的市场价格增速过
快，但与动辄百万的书画相比，其
实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从近几
年拍卖行情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据行家介绍，印石无论产于
何地，都应以老坑为好。老坑的印
材历年经久，所以石质必然缜密，
择印石在透明匀洁的前提下，应
以分量略重的为好。此外藏友在
买石的时候最好借助手电筒或漫
反射的日常光线看清石头的纹理
和裂缝。在辨别用合成材料制成
的“鸡血石”时，可以用打火机火
苗试烧，如果散发出怪味则肯定
为假，因为真正的石头是烧不出
异味的。

出自名家之手的名石精品，
收藏价值更高。因为凡大师雕刻
的作品再加上上乘之料材质，从
源头就保证了作品的收藏价值。
专家建议普通大众可以从名家们
的小件作品入手，价格不会太高
又保证了藏品的品质。

噪瓷器

初涉收藏莫要“高起点”

古瓷器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具
体化、艺术化的重要载体。但在鱼
目混珠的瓷器收藏市场，复制品、
高仿品大量充斥，具有极大的欺
骗性和杀伤力，对于收藏者来说，
如何评价古代瓷器价值，如何识
辨真假、去伪存真就成了收藏者
必经的一道门槛。

收集什么样的藏品呢？有几
点可作参考：一是存世量少的，一
般来说物以稀为贵；二是年代早
的，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
就已很难得；三是画片好的，画工
精细，画面具有特殊寓意的，尤以
人物故事为佳；四是清末至民国
的器物，一定要选择器型完整、画
片优美的收藏。另外，还可以根据
个人喜好，做某一项的系列收藏，
如人物故事系列、三国故事系列、
博古图系列、花鸟山水系列等。

初涉瓷器收藏者需要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要从瓷片标本入手，
不要一开始就买完整器，一定要
循序渐进，千万不要“高起点”。多
看权威书籍、图册，多学习理论知
识，夯实基础。多看实物，经常到
博物馆去领悟真品的神、形、釉、
胎、纹饰等特点，逐步提高自己的
辨识鉴赏能力，在市场中不可听
信卖者美妙动听的“故事”，不可
心贪。

噪中国书画

关注海派和本地“中青年”

海派书画不仅受到南方收藏
家的喜爱，北方收藏家也逐渐认
识到了它的收藏价值。近现代海
上书画作品数年前存在被市场低
估的情况，因此今后有不错的升
值空间。海派文化拥有非常广阔
的群体基础。赵之谦、任伯年、吴
昌硕、吴湖帆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优秀艺术家们，带着各自的美术
修养和不同地域的文化来到上
海，然后结合本土元素形成了海
上画派，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
和人文价值。而且第一代海派书
画家生活的年代距离当代并不久
远，相比明清书画容易鉴定真伪，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买家买错的难
题。

另外，本地中青年艺术家创
作的艺术品，也一直是艺术品市
场的潜力股。中青年艺术家大多
为艺术院校骨干，创作更趋专业
化和个性化，表达出与时俱进的
创作理念和学术追求。

噪邮票：

别把“纪特”与

“个性化”混为一谈

为纪念《江南Style》和PSY所
带来的世界人气狂潮，韩国最近
发行了一套鸟叔的骑马舞邮票。
在境外部分地区，影响力广泛的
标志性娱乐明星曾多次出现在官
方发行的正式邮票之上，而中国
邮政历年来出现的经典人物则主
要是伟人、名家等。不过近年来，
具有一定纪念意义的个性化邮票
逐渐走进了大众生活，一般的单
位和个人也可将自己的个性化头
像放上邮票的副票位置“过把
瘾”。业内行家提醒收藏者，选择
邮品时应区分纪特邮票与个性化
邮票的投资价值和升值空间，切
莫将两者混为一谈。

一般邮票由国家权威机构发
行，上有面值；而个性化邮票是企
业或个人依托法定发行邮票(主
票)而定制的纪念性票品(副票)，
副票上无面值，必须与法定发行
的邮票“捆绑”一起，不能单独发
行。个性化邮票目前走的是个人
礼品与企业宣传路线，并不具收
藏与投资的特性。

噪陨石：

“天外来客” 真假难辨

一场陨石雨给人们带来灾难
的同时，也引发了收藏热潮。目前
全世界已知的陨石要数捷克陨石

最出名，又名“莫尔道陨石”。它是
来自1500万年前，一颗巨大陨石
撞击地球表面产生大爆炸，高温
与高压将石头合成如状物质。目
前最大的捷克陨石也不过200克
左右，非常珍贵。

陨石鉴别比较困难，一般要
从矿物组合、化学成分、结构构造
等多方面进行分析，普通人仅凭
外表根本难以分清真假，购买时
一定要慎重。

热衷陨石文化研究的徐先生
表示，俄罗斯陨石坠落事件第一
次令全球公众关注陨石问题，这
种热潮会导致短期内陨石市场价
值上升，但收藏本身要基于一定
的规律，切不可盲目收藏自己不
了解的产品。

噪雕塑：

价格洼地前景可期

雕塑以其装饰性、独特性、
观赏性等特点受到大众青睐。业
内人士表示，由于名家原作雕塑
的国内价格仅为国外价格的十
分之一，而且雕塑是“历史最久
远、层次很高”的艺术门类，具
有其他艺术作品不可替代的地
位，目前正处于低价位运行的雕
塑无疑具有大的投资升值空间，
前景可期。

收藏雕塑作品也需要考虑多
方面因素：首先看是不是有代表
性，如作者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或 有 影 响 力 的 作 品，是否是原
作，其次还要看作品是否具有较
高的创新性，是否具备较强的装
饰性等。

噪古琴、象牙雕、古董表

冷门渐渐变热门

艺术品收藏关键在于慧眼识
真金，除了要能鉴别真假优劣外，
还要能及时发现一些颇有潜力的
艺术精品。今天的冷门，也可以成
为明天的热门。

一把唐朝“九霄环佩”琴，在
中国嘉德2003年春拍，以346万元
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古琴拍卖
的世界纪录。同年11月，王世襄所
藏唐代“大圣遗音”琴以891万元
成交。此后，各拍卖公司不断上拍
古琴，甚至举办专场，古琴的价值
也逐渐彰显。不断刷新的成交价
格，让藏家逐渐认清古琴收藏潜

在的“爆发力”。
象牙雕刻最近也受到关注。

象牙制品在古代就身价不俗。在
历朝各代，象牙制品不断发展，到
唐代时，牙雕越发精致完美，呈现
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新的雕琢技
法。到了明清两代，象牙雕刻更是
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精品迭出，
其中尤以乾隆年间的牙雕最兴
盛，同时象牙雕刻形成了南北两
大派系。北派指的是北京牙雕，华
丽富贵，南派指广州牙雕，侧重雕
工，以玲珑剔透见长。因此，要判
断象牙艺术品收藏价值的高低，
应从年代、工艺、质地、名家等方
面来判断。一般来说，年代越久的
象牙雕收藏价值越高。象牙艺术
品的另一个价值则体现在雕刻工
艺上，工艺高超的象牙雕价值自
会攀升。

另一个曾经的冷门收藏———
古董表，近两年在拍场上表现不
俗。古董表的概念是指1950年以
前生产的，也就是说要超过60年
历史的表才能算作古董表。和其
他收藏品不一样，古董表不仅仅
是艺术品、奢侈品、装饰品的实物
概念，它也是时间这个抽象概念
的具体象征。由于其精美性和珍
贵性，古董表往往被认为是一种
文化、身份、地位的象征。

噪因赏而藏

从收藏中发现价值

艺术品虽然具有不小的投资
属性，但对于收藏者来说，真心的
喜爱是第一位的。

有一位资深收藏家坦言，进
入艺术品收藏市场，买家首先要
抱着一种对收藏认真的态度，而
不仅仅是跟风和盲目投机。收藏
品是不适合短期投资的，需要时
间来等待其价值升高。

有专家建议，目前的市场是
调整投资心态的好时机，对于许
多收藏者来说，个人的收藏趣味
和鉴赏能力的提高和纯化，应该
是十分迫切的事，在欣赏的过程
中享受增值的乐趣，这恰恰是收
藏的最大意义。收藏品是因赏而
藏，如果仅仅把其当做筹码，其
中所集聚的风险必然是巨大的。
归根到底，正确的收藏观，并且
能够掌握一定的艺术品鉴赏知
识，这才是立身艺术品市场的根
本。

格鉴赏话题

2013年，依然是艺术品市场的“调整期”，收藏什么、如何收藏，让很多收藏界人士倍感困扰。初涉
收藏者面对林林总总的艺术品，则更是雾里看花了。在行业专家的眼中，艺术品市场一直呈现波浪式
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轨迹，目前是调整收藏心态的好时机。收藏爱好者们要保持“收藏艺术，点亮心
灵”的良好心态，以兴趣和文化价值决定收藏的风向。如果盲目跟风追热点，则很有可能避免不了吃
亏被“蛇”咬的结局。

收藏须理性
小心被“蛇”咬
本报记者 霍晓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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