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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傅抱石代表作《毛主席诗
意册》以 2.3亿元价格成交，成为秋拍
进行至今成交价排行榜之冠。据行家
透露，近现代书画早已成为艺术品盘
子中最大的构成部分，“比例起码有
六成”。

作为市场的回应，各大拍卖行争
推近现代书画，大有要将这股涨幅热
浪推波助澜之势。

破亿成常态

在近日北京翰海秋拍中，傅抱石
创作顶峰时期的代表作《毛主席诗意
册》以一亿元开拍，经过现场藏家的激
烈竞拍，最终被买家以 2亿元拍得，加
上佣金后成交价高达 2.3亿元，成为傅
抱石首件过亿元拍品。据了解，《毛主
席诗意册》八开册页绘于 1964年至
1965年间，以毛泽东诗词为题作画，
是傅抱石艺术生涯最后的杰作。

自 2010 年 5月张大千作品《爱
痕湖》在中国嘉德(微博)春拍中首破
亿元后，李可染、齐白石、徐悲鸿和任
伯年的作品在紧接着的 1 年半中陆
续“破亿”。

在 11 月 13 日的中国嘉德秋拍
中，齐白石的《山水册》以 1.9435亿元

成交，时隔数日后的北京翰海秋拍
中，傅抱石作品就轻而易举突破 2亿
元。

据广东省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介
绍，“‘破亿’好像变成一个常态了”，
行家们已对亿元变得“淡定”，“大家
相信近现代书画板块的亿元拍品还
要继续出现”。正因为如此，省拍在即
将举行的秋拍中重点推出近现代书
画拍品，其中包括渡海三家溥儒、张
大千、黄君璧的精品，王雪涛、于右
任、启功、徐操等大家的力作。

冷静回避涨幅

面对愈来愈热的现代书画，业内
人士向藏家建议：需冷静对待这种热
度，暂时回避近来涨幅太高的品种。
“近现代书画在艺术品市场中的

比重空前壮大”，一名曾从事艺术品
拍卖的人士透露。据其估测，市场中
的近现代书画比例至少为 6 成，“这
个比重有点过大之嫌”。这名行家认
为，由于近现代书画的数量最大，当
仁不让地成为市场的主流，但是 60%
的比例很可能令其一旦出现一点风
吹草动，就直接决定了艺术品市场的
整体表现：“像把太多的鸡蛋放进同
一个篮子里了。”业内人士建议：暂时
回避近来涨幅太高的品种。

另一方面，市
场中对于近现代
书画激涨的行情
有所担忧，怕近现
代书画的泡沫继
续叠加，终有破灭
之时。对此，也有
业内人士认为，近
现代书画中并没
有过多泡沫存在，
该板块有危也有
机。“前期爆炒的品
种可能要回落，比
如张大千的价格
就明显动得太快，
价位涨得太高了”，
一名收藏者认为，
“现在轮到傅抱石
了，而接下来作品
还没过亿元的近
现代大师还要轮
流‘破亿’。”

专家认为，不
少有实力的藏家
希望市场有所回
落，才可以低位吸
纳；他们对于近现
代大师作品长远还要上涨的信心满
满。“现在行家们有的看空有的看
多”，一名拍卖行人士建议，买家要暂

时回避近来涨得太厉害的品种；假如
大名家的精品未来行情出现微调的
话，有实力的买家可以坚决入市。

中国近现代书画冬季大热
苏灿

《韩熙载夜宴
图》出自南唐职业
画师顾闳中之手。
画卷长 335.5 厘米，
宽 28.7 厘米，现藏
于故宫博物院。有
专家认为，此画已
不是顾氏的原本，
可能是宋代摹本。
时至今日，是不是
摹本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它记录的那
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全卷共分五段：第一段写韩熙载与宾客们谛听状元李家
明的妹妹弹奏琵琶的情景。第二段写韩熙载亲自为舞伎王屋
山击鼓。第三段写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第四段写女伎们
吹奏管乐的情景。第五段写宴会结束，宾客渐渐离去。全图五
幅，整幅画卷交织着缠绵又沉郁的氛围，看得出主人公在及时
行乐中，遮隐着对生活的巨大失望和内心痛苦。

顾闳中为什么要“心识默记”地画下这个长卷？韩熙载为
什么要夜夜笙歌大摆“夜宴”？一切尽在那个乱世的政治大背
景之中。

韩熙载原是山东的一个贵族，因后唐诛杀其父而逃到江
南做官。韩熙载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文章，年轻时在京洛一
带即负盛名，深得南唐三主喜爱。韩熙载历三朝、事三主，自然
会卷入宫中党争权斗，尤其引起宋齐丘、冯延巳等朝中权要的
嫉恨与不满，所以，官运也是起起伏伏。至李煜继位，南唐摇摇
欲坠，宫中党争日甚。所以，为了避祸，韩熙载跑到中华门外的
戚家山装病不出，或以声色自娱来“避国家入相之命”。

韩熙载的夜宴排场很大，就其传世的夜宴图看，画中有名
有姓的就有四十余人，多数都是社会名流。韩熙载可谓家财颇
丰，为南唐朝臣中为数不多的富有之家。他广招宾客，宴饮歌
舞。家财耗尽后，仍未有所改变，每得月俸，就散于诸伎，以至
于搞得自己一无所有。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换上破衣烂衫，
装成盲叟模样，手持独弦琴，敲敲打打，逐房向诸伎乞食，大家
都习以为常了。

李煜为了对其进行规劝，便派遣画家顾闳中潜入韩家窥
探，用“心识默记”的方法画下了这幅《韩熙载夜宴图》卷。据说
李煜曾把这幅画拿给韩熙载观看，希望其能节制放荡的生活，
以国事为重，结果“熙载视之安然”，依旧我行我素。

韩熙载在 69岁那年病死。李煜听到韩熙载的死讯后，大
哭一场。从时间上看，送走了韩熙载，李煜的日子也不多了。

曲终人散，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乱世最后的狂欢

章回

藏品

近年来，邮票设计错误频率较
高，很多集邮者很兴奋，认为自己收
藏到了值钱的邮票，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发行的
邮票属于企业发行，尤其是特种邮
票已经不代表国家名片。

然而，专家提醒，错邮未必是
“稀邮”，过于追捧错邮往往得不偿
失。

错邮为什么会受到追捧，过去

的历史证明：凡是错邮都是值钱的，
就像“蔡伦前”、“放光芒”、“一片红”
……但是资深集邮者都明白，这些
珍贵的错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国家回收，市场流出量极少。如
果国家不回收，市场流通量很大，那
么错邮也不值钱。例如：1990年发行
的三邮“闭口第”小型张，即便这个
错张国家不再发行及时更改了，但
是现在的市场价格仅仅 13元；还有

1995 年发行的“红军邮”邮票，国家
在 2000 年回收并销毁了，但是现在
单枚价格也只有 60元；还有 1983 年
发行的“天鹅”邮票，上面的字母有
错误；1984 年发行的“奥运”张人手
设计错误；1986 年发行的“教师节”
课桌比例错误等等至少十余种，没
有一个品种因为错邮的原因而大涨
过，可见有投资价值的错邮必须是
国家及时取消发行，否则错邮不值

钱。上述珍贵的错邮都是在发行日
之前就取消发行，现在的错邮都已
经在发行后，截留主力已经囤积了
大量货源，岂能有投资价值？现在的
错邮只不过是截留主力圈钱的另一
个“发明”而已。

应该指出的是，过去国家发行
的邮票现在已经断代，成为了文物，
永远也改变不了其国家名片的地
位，它们是具有收藏价值的。

收藏误区：错邮未必“稀邮”

———《韩熙载夜宴图》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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