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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讲坛

跳动的窑火铸造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历

史和人类永恒之美。在古瓷这个色彩缤纷

的世界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东方民族

独特的审美意趣得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

我们要在收藏中学、赏、藏相结合，炼就一

双“火眼金睛”，丰富自己的收藏人生。

一是“懂行”。中国瓷器的制作历史

悠久、窑口众多，产量极大，除了历代流传

下来的传世品外，地下出土物中要数瓷器

最为丰富。瓷主要产地有以生产青花、玲

珑、粉彩、颜色釉四大传统名瓷闻名的瓷都

江西景德镇，有以釉下五彩装饰美术瓷而

闻名的湖南醴陵，有生产雨点釉和发展刻

瓷艺术的山东淄博，生产花釉和象牙瓷的

河北邯郸，生产白瓷的福建德化，生产青瓷

的浙江龙泉，生产釉上彩花瓷的广东潮州，

生产仿南宋官窑艺术瓷的浙江萧山等。

古瓷作为商品，价格并非越高越好。

比如釉下彩和青花，要看画功是否熟练、

清晰，色泽是否莹润、透明，釉下装饰注重

工笔式写意，必须是手工绘制，而且颜色

要光亮。对陈设艺术陶瓷的选购，既要看

整体效果，也要仔细查看器形是否周正，

有无变形，釉面是否光洁，色度有无异样。

二是“慎淘”。就整个瓷器收藏界来

说，珍贵古瓷数量是较少的，很早以前便

受到人们的珍视，如官窑、汝窑、哥窑这

些珍品瓷器，目前国内外的存世量几乎

都有数可查，因其十分珍贵，即便收藏大

家也不易得之。如元青花瓷在元代烧造

较少，当时烧制元青花用进口青料，成本

是很昂贵的，民间能用得起这种高档瓷

器的为数甚少，主要是祭祀用器，因此遗

存极少。但元青花在20世纪30年代被

发现认识以来，声名远播，人人皆知其珍

稀名贵，所以如果在地摊或旧货市场上

发现了它的踪影，实属可疑，收藏者一定

要慎之又慎。

三是“心悟”。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收

藏者常常拿着古瓷鉴定理论书籍去“按图

索骥”。目前，古瓷收藏方面的理论书籍和

相关资料比较多，仿伪者往往依据这些资

料描述的特征和图片进行仿制。因此这些

书籍只能帮助我们了解古瓷的相关知识。

作为成熟的古瓷收藏者，要学会用心、理性

地去品味古瓷，依据自己掌握瓷器鉴别方

面的知识，包括看器型、胎、釉、纹饰、老化

等方面，去辨识真伪，沙里淘金。

四是“求品”。收藏界有句“行话”：

“瓷器一破，不值半个；瓷口起毛，不值分

毫。”意即瓷器没有好的品相，其价值就会

大打折扣。因此，收藏的古瓷要基本完

整，不能有冲、炸、磕、崩、掉彩等明显的毛

病。古瓷收藏还讲求艺术性，瓷器看上去

要有美感，不能是粗糙的、低档的；制作工

艺要精，彩绘纹饰要美观，色彩搭配要妥

当，审美情趣要高雅，这样才值得去收藏。

青瓷鸡首壶

这件青瓷鸡首壶为西晋器物。

盘口，口壁略束，细颈，圆肩，圆腹，

平底，底面无釉。一侧肩饰鸡头形

流，鸡嘴成口，鸡头刻冠划睛，双目

传神。一侧设圆股状鋬手，上端与

口边咬合，下端贴于腹部，肩上前后

对应设双系。造型精美，比例协调，

线条柔和。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

柔润，釉层较厚。品鉴人 李训刚

陆俨少精品将现盘龙秋拍
星报讯（周良） 安徽盘龙拍卖

经过几个月的全国征集，2014年秋

季中国书画、古董珍玩大型精品拍

卖会，定于11月30日合肥市稻香楼

宾馆东楼一楼多功能厅举行。分别

为：中国书画、古董珍玩、现当代艺

术、新建写意四个专场，共计1024

件拍品。

其中，陆俨少国画精品《秋山

图》（大红袍《中国近现代名家画

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P79）将现身

此次秋拍。该作品作于 1979 年，

有其最后一个入室弟子沈明权书

法题跋。

陆俨少（1909－1993），现代山

水画大家。1956年任上海中国画

院画师。1962年起兼课于浙江美

术学院，1980年在该院正式执教，

并任浙江画院院长。擅画山水，创

勾云、勾水、留白、墨块之法。兼作

人物、花卉，书法亦独创一格。

铁军书画摄影展合肥展出
星报讯（周良） 11月 12日～

15日，一场名为《美的旋律》汇集省

内众多名家的书画、摄影展，在合肥

市赖少其艺术馆开幕。这些书画、

摄影名作来自省内各地，由老中青

书画、摄影家150余人提供，作品多

达250幅，内容涉及安徽人文地理、

山水花鸟等。

展览由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省委党史研究室及安徽省铁军书画

社发起筹办，集中展现了江淮大地

近几年的新风貌。这些书画及摄影

名作，结集出版，与读者见面。

半汤书画院成立
星报讯（周良） 半汤书画院不

久前成立，费庆瑞任院长。据费庆

瑞透露，巢湖半汤不仅可以泡温泉，

还可以赏书画，让休闲与艺术有机

结合。另外，本月底在巢湖半汤御

泉庄将有费庆瑞、陈丁佛、王振声、

朱立群、阎守江、曹保森、贺铁牛等

艺术家作品低价惠民活动。

在线品鉴

艺术动态

古瓷如何收藏
随着收藏市场的日益火爆，古瓷器作

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收
藏界的第一大门类，吸引了众多收藏者的
目光，尤其是近年来高额的利润回报和不
断扩大的升值空间，更使古瓷市场人脉迭
升。但同时，也使得大量的赝品流入市
场，一时鱼龙混杂，令人难辨真伪。那么，
如何在古瓷收藏中睁大一双慧眼呢？

李肖容

清代素三彩暗花云龙花果纹盘（藏友提供）

小叶紫檀家具越来越受到青睐，许多

人进行收藏。紫檀木色呈深紫，历来为皇

室贵族家具专用木材，价格昂贵，居各木

之首，被称为“帝王之木”。紫檀生长极其

缓慢，一棵成材的紫檀要生长几百年甚至

上千年。因出材率极低，资源奇缺，又有

“寸檀寸金”之说。

小叶紫檀，也即“檀香紫檀”，别名青

龙木，是植物学界中公认的紫檀属木材种

类，主要产于印度及马来半岛、菲律宾等

地，中国湖南、广东、云南也有少量出产。

小叶紫檀可以说是紫檀中的精品，其木质

细腻，坚实厚重，是制作高档家具的优良

材料。由于小叶紫檀非常珍稀，市场上也

经常会出现用其他树种代替小叶紫檀制

作家具的现象，一些小叶紫檀工艺品甚

至是树脂制成。那么，小叶紫檀鉴别方法

有哪些呢?

取一木片放入水中，若是小叶紫檀则

沉于水，或取一木片在白纸上划，若是小

叶紫檀则有紫红色的划痕。你如果取木

屑放入盛有清水的玻璃杯中，12小时后

可见水的最上层有蓝色机油般荧光现

象，则为小叶紫檀。

从横切面看，小叶紫檀的整个生长轮

内管孔直径略相等且分布较均匀，生长轮

不明显。新剖面为橘红色，久则为深紫或

黑紫，常带浅色和紫黑条纹。小叶紫檀在

与物体磨擦时则有很微弱的清香气，其纹

理交错，有的局部卷曲，有油质感。

教你鉴别小叶紫檀收藏知识

日前，安徽世联书画拍卖会

上，石里溪的《牧马人》经过激烈角

逐，创下了拍卖85万元的纪录，成

为合肥书画界的热门话题。

这 幅《牧 马 人》，尺 幅 为

180x180cm,画面苍茫雄浑，巍巍

大山，莽莽苍苍，似乎延伸很远。

山脚下，树木丰茂，一群牧马人在

山下，神态各异，富有浓郁的生活

气息。整个画面充满了阳刚之气，

尤其是刚劲的线条、厚重的墨块，

绘就高山流水。黑白之间，彰显大

自然的雄伟，彰显生命的力量，画

家的个性、才情、心境都在笔墨中

呈现，质朴、率真，大气，给人强烈

的震撼。。

石里溪，本名陆鹤成，1940年

出生于陕西省商州市，祖籍合肥。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

师。他1964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

院艺术系（今安徽师范大学艺术

系）中国画本科专业，师从申茂之

等人。他的作品传统功力深厚，加

之重视写生，认为一切创作都是从

自然和生活中来，自然生活中的素

材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内容和形

式。因而他的作品，单纯、质朴之

中意蕴无限丰富。 周玉冰

石里溪《牧马人》赏析

艺术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