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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最近大量明末万历瓷器从大陆流落海外，造成价钱下跌的现象。
编号五七四号之万历青花婴戏盒，紫檀盖，画工精致有趣，但底部有瑕疵，能否卖到十二万，还是未
知数。
    明青花双鸳鸯水注，应为外销南洋之贸易瓷，它与万历青花笔盒同属文房四宝，据佳士得拍卖官说
，公司为照顾东南亚买家，故将水注列入，但估价偏高。
    中国瓷器继明代的高峰，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更臻于鼎盛，不仅在景德镇恢复烧制官窑，
官搭民烧的民窑也出现不少有堂名的精美瓷器。
    清代瓷器，除了继承明代传统，胎质细腻少杂质之外，施釉技巧也提高，用釉虽不及明代厚重，但
釉色清白纯净，尤以雍正瓷器为最，如玉般细润透明。
    康熙一朝的瓷器，不论品种或造型，最为多采多姿，不仅发展了明正德的素三彩，开创了珐琅彩，
又在珐琅彩的基础上创出了名贵娇美的粉彩。
另外还有以朝中大臣郎廷极命名的郎窑，红釉之外更有绿色郎窑，多做为文房用品的豇豆红，也始于
康熙年间。
    器形上除了常见的花瓶、杯盘之外，各种形状的薰香、攒盒，承继元明，另有独创，所谓的“参古
今之式，动以新意”。
    雍正画鹤斗彩碗——卖场焦点    康熙瓷器结合了工技与艺术，瓷器上的绘画技巧，已脱离了明代以
前的平涂法。
康熙的画工从国画名家吸取技法，运用到瓷器上。
九月底佳士得瓷器拍卖场中的康熙五彩花瓶，即是一幅精彩的五老人物画，是清代瓷器中，康熙特有
的故事戏剧画。
    康熙瓷器另一特色是常以书法做装饰，青花或釉里红笔筒上写满了诗词歌赋。
佳士得的青花笔筒，以馆阁体小楷书写汉代《圣主得贤臣颂》，文末并落有“熙朝博古”的釉里红篆
书章，底部有修补，估价高达二十五万。
而编号六四六号的青花寿字笔筒，也有破损，估价八至十万，似嫌太高。
    乾隆沿袭康熙的传统，编号六二七的珊瑚红小碗外壁就是御题的诗句，上下饰有如意头纹饰。
嘉庆皇帝亦喜以红笔题诗小盘，周围饰以绿底红、蓝花卉，这类瓷器一直为收藏家所珍爱。
编号七五○的嘉庆年间一对眉清目秀的小盘，诗句和前一件瓷器雷同，估价六至八万。
    雍正虽仅在位十三年，但瓷工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雍正爱瓷如命，亲自御批审定官窑器型及
图案，非经许可，不准烧制，可见其重视之程度。
    这回一只雍正墨地绿釉花瓶，瓶身线条优雅，无懈可击，浓淡有致的画笔绘出一幅山石水仙花、灵
芝的绝佳绘画，可惜，稍有瑕疵，否则估价必定更高。
    雍正仿成化斗彩，以鸡缸杯和“天”字罐最为出色，达到真伪难辨之境。
红釉亮润、绿彩明澈，较之康熙斗彩更见华丽。
佳士得拍卖的多件雍正斗彩，以七四一号最为稀罕，八只青花丹顶鹤飞翔于珐琅彩的云彩之间，估价
高达四十万，这只画鹤斗彩碗想必成为热门焦点。
    八○年代中期，笔者与老友蒋勋过海到九龙又一村拜访著名书画收藏家刘作筹先生。
一进门，屋中悬挂清代书法家伊秉绶“虚白”隶书横额，刘先生取其“虚室生白”，心境清静之意，
名其室为“虚白斋”。
    左墙一幅黄宾虹气韵生动之杰作。
那天下午，刘先生取出他藏品中之极少数让我们观赏。
老人自己挂画、卷画，不容旁观的我们动手相助，从缓慢的动作中，可看出藏画主人对他手中画作之
宝爱珍惜及尊敬。
    刘先生谦虚平易，后来从杂志中才获知这位原籍广东潮阳的新加坡华侨，早年随谢公展、黄宾虹学
画，更是举世闻名的中国书画藏家，生平喜欢收藏明清名迹，认为这两朝书画“争奇竞秀，心写意造
，妙极自然，是为中国艺术之又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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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白斋曾将九十件明清书画借上海博物馆展出，日本二玄社更出版有《虚白斋藏书画选》。
八九年刘作筹先生慨然将毕生珍藏悉数捐赠香港艺术馆，使该馆一开幕就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书
画收藏中心之一。
    九二年九月，香港艺术馆特别为刘作筹捐赠的收藏而设立的“虚白斋藏中国书画馆”正式开放，举
办“古萃今承”展览，选出虚白斋明、清绘画六十幅、书法二十幅展示刘氏珍藏精髓。
八十一高龄的刘先生特地亲临艺术馆，对着他精心搜集的画作展品，逐一讲述收藏的过程，其中不乏
趣味盎然的回忆。
    笔者上回造访刘先生九龙的家，墙上挂的伊秉绶隶书横额“虚白”二字，现移挂书画馆，“虚白斋
”从私人珍藏转变成供民众公开欣赏，但不知慷慨捐赠的收藏家刘老先生，步入展览室的刹那，心中
作何感想?    清代书法家伊秉绶书“虚白”为虚白斋正名    刘老先生神色祥和，绝无丝毫缺憾地开始了
他的导游。
明朝两大花鸟画家吕纪与林良并排，他指着林良的“孝友图”，强调这位擅画水墨鸟禽，明代院体花
鸟画的代表画家，是广东人，也是近代岭南画派的先驱。
    “这幅绢本画本来是姓梁的传家宝，既不懂得如何保存，又不敢拿去重裱，结果到我手上时，破破
烂烂，好些部分是碎的。
”刘老莞尔。
    “孝友图”给裱古画的师傅费时四年十个月才裱成今日的风貌。
听者啧啧称奇。
    吴门画派的奠基者、明四家之一的沈周，他的“岁暮送别图”为五十九岁精心之作，画上自题长诗
一首，是为他的表弟出任为官临别所作，荒寒天冷枯枝下，柳岸边两人依依作别，情感深切。
刘老特别提及此画坡石皴染圆浑凝重，取法董源、巨然，而疏柳枯枝又得自倪瓒。
这幅画是沈周中年变法后，苍劲雄浑风格趋于成熟之代表作。
    松江画派的创始者、受尽清四王膜拜模仿的董其昌，“虚白斋”藏有他中年之手卷“为许翰公仿大
痴山水卷”，笔墨秀润，淡墨山石晶莹悦目，远山云雾冉冉，引入遐思，近景悠悠水流，神韵骨力俱
足。
董氏为许翰公所画，数年后，许从中州来，持画示画家，董其昌重识又题。
古代文入之风雅情谊，令人艳羡。
    刘作筹先生指着赵左、沈士充的作品，说他们曾为董其昌代笔。
    徐渭的“富贵神化图”，构图奇特，刘老指出画家只画了左边一半，兰竹牡丹梅花，笔墨写意潇洒
，无人能出青藤之右。
    陈洪绶的“醉吟图”，为此次展览的海报，原作色彩浅淡，以他特有的古拙刚健线条勾勒分坐山石
两旁的饮士，人物衣纹清圆细劲，格调高雅，为展品中之佼佼者。
    施：八○年，文革刚结束不久，程十发在美国的画价很突出。
    张：程十发的画卖得好，美国学者对他知道比较多，像苏利文、高居翰都写过文章，对他有兴趣。
    施：中国画市场的开辟，苏富比占风气之先，你可算是拓荒者，先后带动了画的价格，最初也最明
显的该是傅抱石和丁衍庸的画价。
    张：中国画价上涨，是近五年来的事，原因是懂得、喜欢的人渐多，经济普遍好转，艺术市场从瓷
器开始转向绘画。
八○年仇炎之瓷器收藏在香港拍卖，带动了市场。
苏富比决定在香港开辟新市场，是看中香港、台湾人基于文物回流的心理，出手竞投，还真是有远见!
   当时傅抱石的名气大，但作品价值偏低，有藏家肯卖，结果—炮即响，丁衍庸的画本来就太便宜，
一拍卖，也高了起来。
    施：直到今年三月佳土得拍卖，傅抱石的画价一直是纪录的保持者，八四年二月苏富比的“唐人诗
意图”册页得一百六十万港币，八九年佳土得的傅抱石“九张机”仕女册页，以三百万高价为台湾收
藏家收藏。
石鲁的画价，最初也是在苏富比拍卖创新高。
    张：对，八五年纽约拍卖他一幅“华岳之雄”，画于一九七一年六月，我估价二万至二万五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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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以为我发疯。
在这之前，石鲁的画才值几千美金，不过，我看出这是一幅好作品，每本石鲁画册都出现这幅画，它
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结果证明我眼光没错，以五万美金卖出，在当时是个大价钱，比古画还要贵。
这幅“华岳之雄”拍卖还有个过程，我跟一位藏家提过，如果要把石鲁介绍出来，一定要拿出他的精
品，像画册上印的这幅“华岳之雄”。
几年之后，那个藏家真的交来这幅作品给我们拍卖。
    对石鲁，我并不是特别喜爱，但我欣赏这幅作品，我觉得它代表石鲁的一切，从中可感受他的心理
压力、他的内心焦虑、紧张——也正是当时中国人的心理状况——包含的笔墨有传统有现代，构图尤
其大胆，上面是黑压压的华山，画的下部是空的，画家所有的精神全放到这幅作品里去，真正打动了
我。
    施：石鲁被美国收藏家Ellsworth比喻为“中国的梵谷”。
听说Ellsworth在北京“荣宝斋”发现了石鲁的画，八四年开始收藏，两年之内买了六十多幅。
“集古斋”本来要开他的画展，也只好作罢。
石鲁画价飞涨，是否与藏家抬高、做价有关?外边有一些传言。
    张：别的我不知道，但Ellsworth从来不拿石鲁的画给苏富比拍卖，那幅“华岳之雄”既非他拿出来
，买家也不是他。
    施：拍卖行具操纵画价的本事，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张：我们从不有意识的去捧某一个或某几个画
家，满足供求之外，主要是扩大市场，看准一些低于所值的作品，为将来的市场做准备，卖画的人要
看到画价上涨才肯把东西放到拍卖行。
我们过去凭感觉、经验看出傅抱石的画上涨的潜能，但现在已涨得太厉害了，必须去找还没被挖掘出
来的画家。
像吴琴木，没有人知道他，但作品好，想卖的不会要价太高，应该有藏家喜欢。
所以我们主要看作品，合适的东西才会吸引买家，而不光看画家。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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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从小喜欢涂鸦，大学联考时，没能从故乡小镇乘车到台北参加艺术科考试，自此与艺术系绝缘。
    然而，学习丹青的狂热之心，却未曾因之稍减，旅居香港后，拜在岭南派大师杨善深先生门下，每
次又是坐车又是坐船，从香港下山渡船到九龙杨老师家上课。
家中书房设了书桌，又设了一张画桌，心想小说创作绞尽脑汁，写累了，就可转到画桌前涂鸦自娱。
    遗憾的是老天不给我绘画的天份，这如意算盘始终没能打响。
难圆画家之梦，只好退而求其次，转为艺术史的钻研，到香港大学艺术史系受教于庄申教授，当起老
学生。
    八○年代初期，“文革”结束不久，以画艺享誉中国大陆，名重一时的现代水墨画家们，联袂南下
香江举办画展，我趁天时与地利之便，得以亲炙无数现代水墨画大师，倘佯于他们精妙绝伦的笔墨画
境之中，手痒之余，也试着写起绘画评论的文章。
    一九八三年英国的苏富比拍卖公司，首度在香港举行拍卖，我把拍卖行当教室，原本在博物馆隔着
冰冷的玻璃橱窗，只能远距离观赏的官窑名瓷、骨董文物，竟然能在拍卖预展场上，让人一件件捧在
手中把玩细赏，那种既惊艳又惊喜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
    《艺术与拍卖》的文章，是从台北联合报与香港资本杂志一系列的报导中挑选出来的，除了记录每
年香港春秋两次的拍卖之外，我也曾远赴纽约、屡回台北追踪重要文物的拍卖现场。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起飞，收藏字画骨董蔚然成风。
本书所录的拍卖行情，藏家与卖方、拍卖行的互动，或许可为有志此道的收藏家提供讯息。
书中提到台湾、欧美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各有所异的品味与审美标准，也可供诸位艺术爱好者参考。
                           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子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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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希腊神话里讲，奥林匹斯山上有九位美丽而智慧的少女，她们是万神之主宙斯和记忆女神的女儿，
是分司音乐、诗歌、戏剧、舞蹈、悲剧、抒情诗、史诗和天文的九位缪斯，是她们给文学家和艺术家
带来了灵感。
这是人类对艺术最初的认识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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