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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是历史、文化、艺术的载体，大凡
稍微有点文化的，都视字画为至宝。为
何？

从书画的消费属性来看，书画的独
特性、稀缺性使它具有奢侈品的属性，

收藏书画作品往往成为个人文化品味、
财富和尊贵身份的象征。

收藏书画艺术品象征着一个人的
文化品位和社会地位，是进入高层次文
化圈的通行证。

书画是身份的象征

书画艺术品是“软黄金”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说，收藏真正的
快乐是文化带来的享受。常言说，“家
中无字画，必是俗人家。”书画本就具有
一种雅气与贵气，书画收藏不只是兴
趣，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是气质
内涵的体现。

书画是最彰显生活品味与情操的。
上好的字画作品，十分能体现、烘托全家
人，尤其是主人的艺术鉴赏能力。

魏武曹操，酷爱书法，即便在战争

年代，也常常半夜起床，观摩欣赏各种
书法作品，以此放松身心；李世民，汇聚
八方书法能人，常以书法衡量大臣心思
与气节，也以此与众人同乐，愉悦身
心。对于我们现代人，同样如此，好的
书画，挂在屋中，时时欣赏，绝对是一种
上等雅趣。书画收藏同时将为你的家
庭提供了文化的支撑、源远传承的文化
背景和文化底蕴，让你成为精神生活的

“富翁”！

家中无字画，必是俗人家

2万探头织起“天罗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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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有一个著名的国
宝，叫做“马踏飞燕”，相信有些人看
功夫片的时候就听过这个名字。

如果你经常旅游的话，能看见中
国的旅游标志，标志上的马就是“马
踏飞燕”的侧影，在课本上也有“马踏
飞燕”的文章。

“马踏飞燕”是我国东汉时期著
名的铜奔马，可以说是非常出名的，
具有很高价值。

但是不管在哪里，你都只能看见
铜奔马的侧面，很少会有正面照片出
现。就连官方也是发铜奔马侧面的
照片，很少出现正面的照片。

“马踏飞燕”的正面究竟是什么
样子的？

■“马踏飞燕”出土

1969年，一个村民正在用锄头挖
地，突然挖到了一个硬的东西，把他
的手都震麻了。

他一点一点地挖开周围的土，发
现这好像是一个古墓，便报警处理，
随后专家快速到达现场，进行一番准
备后就进入古墓里面勘察。

当时有大量的文物出土，而“马
踏飞燕”就是其中之一，它并没有引
人注目，只是众多铜制工艺品中的一
件不起眼的铜制品。

出土两年后，一位姓郭的考古学
家看到了这座铜奔马，声称这个铜制
品有很高的力学和美学的价值，大力
支持将这个文物送往北京展览。

东汉铜奔马“马踏飞燕”，又称之
为马超龙雀、马踏飞隼等，属于青铜
器一类。现珍藏于甘肃省的博物馆
内，它高是34.5厘米，长45厘米，宽
13厘米，重量达7.15千克。

它的形象矫健，马首微微昂起像
在嘶鸣，前面头顶鬓毛和马尾一起向
后方飘着，躯干肌肉饱满，腿蹄轻健，
四肢动感十足。三足呈腾空状，一只
足踏飞燕。有飞腾之势。

它的名称可是想了许久才得
来。很多专家用不同角度命名，最后
它的名称被定为东汉铜奔马，除了这

一个还有其他的名字，比如：马踏飞
雀、天马。

这么多的名字，在艺术界里面是
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它的影响
力。从不同的角度命名是由于铜马
的马足所踏的鸟的种类存在异议，
铜奔马这个名称是比较平实的，不
会出错，也避开了马足所踏的鸟形
底座本身属性的定位。

由此分析出，马足下面所踏的鸟
形底座是一种对雕塑的创新。

在铜奔马被确定名称之后，先是
成为了我们国家旅游的标志。1986
年又被定为国宝级的文物，2002年
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
物目录》。

从它刚出土时的不起眼，到后面

成为国宝级文物，正是因为人们发现
了它的可取之处，发现了它的工艺和
艺术，还有它所表达的效果，让国宝
摆脱被尘封的命运，绽放自己的光
芒。

■铜奔马正面搞笑

现在铜奔马珍藏于甘肃省博物
馆，它的身躯矫健，马首微微昂起，像
是在嘶鸣一般，非常俊美。

优美的躯干线条，展示出它饱满
的肌肉，但是又那么轻健，似飞驰一
般。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它三足腾空，
一足轻轻踏着飞燕，让人体会到的只
有自由之意和身躯的美感。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马踏飞燕”
的照片，飞驰的骏马非常有型，却从
未见过“马踏飞燕”的正脸照，引起了
很多人的好奇。这是为什么呢？

官方并不是不想给铜奔马拍正
脸照，只是铜奔马正脸太过于搞笑，
让人哭笑不得。古人为了将铜奔马
侧面飞驰的身姿展示得更加唯美，只
能将正面设计得微妙了一些，导致从
正面不仅看不到飞奔的身姿，也体会
不到飞驰的感觉。

这个正面是不是让人哭笑不
得？比起那完美的、看起来非常帅气
的侧面，正面是不是让你捧腹大笑？

犹如二哈一般，打破了人们对完
美飞驰骏马的印象，瞬间忘掉从侧面
看到的俊美。从正面你就只能体会
到这匹马一定经过了长时间的奔跑，
导致它的面部狰狞成这样子，让人忍
俊不禁。

看完了正面是不是就理解为什
么官方不拍“马踏飞燕”的正脸照吧，
还是它的侧面更有感觉，更有意味。

总 结 >>>
铜奔马大多都是侧面的照片，正

面体现不出国宝的精髓。
侧面更能让人品味其中的意义，

也能显出铜奔马流畅的身躯。让看
到它的人体会到它的美，体会到飞驰
的自由之感。 （佚名）

书画艺术品是“软黄金”。这已经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已被国内众多
的企业家和个人认同和接受。中国有
句古话：“宅有书画家不穷。”对企业而
言更是如此，所拥有的藏品价值功能
强、抗风险力强。

书画收藏不仅能繁荣书画艺术，
传播民族文化，活跃文化市场，更重

要的是能对整个社会起到健康、积
极、进步的引导作用；书画的价值是
永远不失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
越来越大，这就是艺术品真正的收
藏魅力。作为书画收藏家，收的是民
族艺术的精华，藏的是永恒不朽的审美
价值。

（中国艺术品网）

万达集团艺术品收藏负责人郭庆祥和《睡莲池与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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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大 尽精微
——和田玉鉴定重构

和田玉真伪与品质优劣的探讨对于每个爱好
者来说都是一件艰难而又不得不反复进行的事
情。内心中将自己也当成一枚子玉，时常打磨，褪
去浮华，神光内敛，知识框架渐趋完善，人格也日渐
健全。

在这之中尝试着以不同的视角审视和田子玉
的真伪尤为重要，因为今天的市场上子玉赝品极
多，仿真水平又高，目前其与山料的差价虽不算太
大，但二者长期的收藏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且入手
之后盘磨中能给我们带来的趣味也相去甚远。

以往多数人都会针对某些具体特征解决这一
问题，尽管所言非虚，可是到了实际的操作中往往
缺少逻辑性而难以施行。与之相比，更应倾向于由
远及近、从大到小的分步骤鉴别子玉。

首先，见到一颗原石或者成品玉器应当远观望
气，全然忘记它是不是和田玉，就将之视作河水中
冲刷出的一枚普通的鹅卵石，心中暗自盘算，瞧它
是否有背于自然。本来嘛，所谓子玉也不过是以和
田玉为基础而产生的磨石蛋而已。

这总体的气息虽属感性判断，但包含了玉石整
体的流线形态、皮色的分布区域等重要鉴定特征，
而这又是造假者最易忽视的。例如早期的手磨假
子玉的弧面多由小平面拼凑而成，近来的滚筒造假
又易用力过猛，而将玉石磨得过于浑圆。

接下来就要离近些，打量玉石的皮色。真正的
天然皮色多集中于子玉质地较为松懈的局部，有些
下方还会带有一层薄薄的浆石。少数子玉因为玉
质结构过于细腻紧致而无法侵入皮色，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粘糕料光白子，表面上与上述理论对立，实
则从根本上是符合这一规律的。

由于形成这种皮色的时间非常漫长，成分虽以
氧化铁为主，又难免掺杂了大量的其它物质，所
以真实子玉的皮色大多十分丰富。粗看仅是黄褐
色的一片，仔细观察会发现由淡黄、中黄、桔
黄、朱红、土黄、赭石、黑褐色共同构成。

人工染色则多呈现为同一颜料的浓淡深浅
变化，没有色相差别。同时天然皮色多数聚散
自如，有时集中于某一突出部分，可边缘会呈
渐变状或零星斑点状，例如秋梨皮就是此中代
表。有些皮色则纷乱地散落在子玉体表，例如
洒金皮。

更近距离就要看子玉的毛孔了。许多人都会
将注意力放在毛孔的大小、深浅与边缘是否圆润
上，这对于识别较为粗放的喷砂机造假的确有
用，但遇上现在高端的电脑打印毛孔就有些力不
从心了。

自然产生的毛孔除了深浅不同，形状各异，
边缘坡面过度光滑以外，它们在一枚子玉上的分
部也不是完全均匀的，除了点状毛孔以外还常会
伴随体量较大的“天坑”，且有线条状的“指甲
痕”。

其实，毛孔的形成有其外部撞击的因素，同
时也与其内在结构有关，可以从一颗子玉上毛孔
的状态反推其玉质。比如毛孔细小均匀而浅，如
同少女肌肤，那么这枚玉石的质地可能是细润
的。反之玉石的结构就粗大一些。

当然我们这里所讲的都是些普遍性的规律，
放到实践之中也会有个别违反常态的情况存在。
而且子玉鉴定还要参照玉质、沁入的水草花、猴
毛、丁字纹等杂质特征，到了成品阶段甚至还要
考虑雕工中透露的某些信息，再进行综合考量，并
非可以一言以蔽之。

（中国艺术品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日
透露，岳阳汨罗市屈子祠镇永青村
村民近日在拓宽一条乡村公路时
挖出两件商代青铜器，分别为铜觥
和铜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讯
后随即对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
和勘探。据了解，这两件青铜器出
土于一处名叫野猫咀的小山山顶
上，海拔约80米，与汨罗江的直线
距离约2.3公里。通过地面调查、
洛阳铲钻探等方式，铜器出土地点
未发现商周时期的文化层或其它
遗存现象。

负责野猫咀铜器出土地点调
查勘探工作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馆员盛伟介绍，湖南地区曾出
土过数量较多的商周青铜器，其中
有很大一批发现于江边或江旁的
山坡和山顶上，且多以单件或成套
的形式出自坑中，而在其附近往往
未发现其它遗存，因此约定俗成地
称为“祭祀坑”。

铜觥出土时侧置平放，铜壶倒
置于铜觥内。铜觥器身呈扁圆形，
通高67厘米、通宽41厘米、圈足高
10厘米、流长25厘米，重13.45千
克。铜壶为直口、深腹、平底、矮圈
足，通高31厘米、上口径12厘米、
圈足底径15厘米，重2.25千克。

“两件器物表现出长江流域地
方青铜器的特征，年代大致属商代
晚期。”盛伟称，铜觥器形高大、怪
异，类似造型极少见到，但纹饰整
体风格与以尊、罍为代表的殷墟时
期南方特征青铜器相一致，如突出
眼睛的变形兽面纹、“C”形扉棱、羊
角腾空设计的平嘴牺首等。铜壶
的腹壁相对较直，下腹较高、外鼓
不明显，口沿下方饰弦纹和宽口呲
牙的兽面纹，与中原地区常见铜壶
有异。

目前，两件青铜器已被汨罗市
文物保护中心追回，并入藏该中心
的文物库房。 （中国新闻网）

“马踏飞燕”侧面唯美 正面搞笑

近年来，中国富豪买家频频出手，购得天价艺术品，这种

强劲而疯狂的购买力，不仅是在国内，也在国际拍卖舞台上

频繁亮相。他们越买越多，越贵越买，在世界范围内刮起了

一股中国旋风，其影响力令全球瞩目。

湖南汨罗出土
两件商代青铜器

书画艺术品是中国富豪们的新宠

以204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
亿元）的高价拍得莫奈的作品《睡莲池
与玫瑰》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以299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5
亿元）的高价拍得毕加索油画《盘发髻
女子坐像》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中军。

以人民币10.84亿元拍下莫迪利安
尼作品《侧卧的裸女》的新理益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益谦。

书画艺术收藏热在富豪间蔓延，书
画艺术品成为中国富豪们的新宠。

富豪能收藏书画，收藏书画也会让
你不知不觉成为富翁。有的人说一个拥
有千万元存款的人，只要把钱以年息
3.5%放定存，一年光是利息收入就有35

万元，月薪1万元的白领，就算不吃不喝
辛勤工作一整年，也存不不了这么多
钱。书画艺术收藏是有钱人玩的，需要
大笔资金，月薪几千元的人，资金有限，
不吃不喝也买不到名家半尺字画。

其实不然，日本有个叫官津大辅的
收藏家，供职于广告公司。在过去18年
的时间里，用零用钱购买艺术品，他花
了约200万人民币购买艺术品，收藏了
包括草间弥生、奈良智美等名家作品，
成为远近闻名的收藏大鳄。草间弥生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在香港苏富比(微
博)2015秋拍“现代及当代亚洲艺术夜
场”，草间弥生的作品《No.Red B》拍出
了4700万港元，一幅作品就让他成了
千万富翁。

文 物 赏 析

名人富豪爱上书画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