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内外中国书画大赛
由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上海

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主办的海内外

中国书画大赛日前启动，征稿内容分

书法（毛笔、硬笔、篆刻）、绘画、摄影

等。参加作品评奖分少年组（18岁以

下）、成年组。海内外中国书画大赛自

199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吸

引了有来自全国各地和港澳台地区及

新加坡、美国、法国、比利时、英国、日

本、等国家的书画爱好者。部分优秀

作品除在上海展出外，还赴比利时布

鲁塞尔、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地展

出。2013年秋季将于上海举办第十二

届海内外中国书画大赛暨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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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年

竹刻是古代工艺美术中最早的

品类，虽竹雕多为小器，但一器之

微，往往穷工极巧，精雕细琢，所以

竹刻历来是收藏者的珍爱之物。近

几年来，明清竹刻作品的价格不断

攀升，个别竹刻作品的成交价更是

达到令人瞠目的天价，收藏投资明

清文人竹刻成为市场新宠。

在清乾嘉以前，竹人开创了为

文人雅士所喜爱的竹刻，旨在“尚

意”的艺术风格，嘉定竹刻一枝独

秀，为世人所重。

文人画的创作理念，最早由王

维、苏轼等人提出，经元代赵孟頫大

力提倡，开创了文人画派，对明清的

画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主张

作品应抒发主观意趣，是感情的自

然流露，要将诗的意境移入画中。一

件作品没有感情和诗意，技法再好，

虽工亦匠，不入画品。文人竹刻的创

作理念直接受此影响，故文人竹刻

与文人画同属一脉。

特别是清代集书法家、画家、竹

刻于一身的文人，如：邓石如、何绍

基、赵之谦、吴昌硕、钱大昕、高风

翰、王晕、杨守敬、沙神芝、赵之琛、

张开福、王文治、王时敏、沈铨、张燕

昌、董邦达、翁方纲、徐三庚、张熊、

程庭鹭、蒋廷锡、王原祁、周笠、王

鉴、袁耀、任熊等人的作品。

文人竹刻的作品崇尚文气和书

卷气，以能体现文人气息为上。文人

气息，指读书人所独有的穷而不酸

的志趣，与官宦的权贵气，商贾的富

廛气迥然有别。文人竹刻多酬赠合

作之作。除自画自刻一人完成外，有

书、画、刻多人合作者，画刻互赠者，

索得画稿请刻手镌刻者，注重题跋

和款识为文人竹刻重要特征。

嘉定竹刻的服务对象为宫廷、

官宦和巨商，嘉定竹刻的创作理念

必然受到种种束缚。艺人在自己创

作时，也会首先考虑买主的喜好和

品赏的习惯，主观的意趣和感情很

难随便抒发。

文人竹刻本是自赏自用之物，故

题材以小品为多。犹如明代性灵派的

小品文，短小隽永，极饶情致。梅、兰、

竹、菊、小像、蔬果、虫草、顽石，皆能

玩味入刻；格言、警句、铭文、小诗，更

多自题自刻；或直接将文人画意表达

于竹端。又因不少竹人本是篆刻名

家，受考据之学影响，摹刻金石文字

成为竹苑时尚。品类除文房所用的臂

搁、笔筒外，以扇骨为最多，古时折扇

为文人必备之件，且一人不止一柄，

有多至数十上百柄者，竹根印章和竹

杖亦是文人之所爱。

嘉定竹

刻所擅长的仙

佛仕女、灵兽珍

禽和场面宏大的

历史人物故事、名山

胜迹等传统题材，很难在文人竹刻

中见到，镂刻繁复的竹雕摆件，更非

文人竹刻所擅长。

文人竹刻对竹刻艺术的贡献，

主要在竹刻理念的发展和提升、竹

刻题材的扩展和品类的补充上，在

竹刻技法上则最易受到诟病。文人

竹刻多为浅刻，以阴刻和留青为主，

前期更专擅阴刻一法，无圆雕和高

浮雕之制，刀法崇尚简率拙朴，以自

然天趣和再现书画笔情墨趣为追

求。文人竹刻中平浅单一的技法局

限，一是与文人所喜刻的题材内容

有关，二是文人竹刻少有专业竹人，

大都兼擅数艺，未能专在竹刻技法

上多做创新尝试所造成。

竹刻艺术同书画作品一样饱含

着浓郁的文人气息，随着对竹刻艺

术认识的加深，鉴赏和收藏风气的

日渐浓厚，人们开始对竹刻的艺术

价值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那

些带有文人落款，凸显文人价值的

精品之作在市场中率先启动，成为

杂项中引人瞩目的收藏品。

最近一段时期，邮币卡市场很不

景气，很多邮品价格再次大幅下挫，连

前一阵深受市场追捧的生肖系列整版

邮票和生肖金银币也破位下行，令市

场唏嘘不已。那么在当前这样一个市

场热点极少且大盘摇摆不定的情况

下，邮市散户投资者最明智的做法是

不要刻意去追求所谓的市场热点板

块，而是应该锁定目标，选择两三种自

己十分熟悉的邮品，伺机介入，等待反

弹，以时间换取上涨空间。

在目前这种低迷市道中，投资者

普遍的恐高心态容易使部分低价邮品

脱颖而出，成为市场“黑马”。远的不

说，就说近一年多来的几个热点，如：

《毛主席诞辰 100周年》整版邮票和

《十八大》小版张等“红色”邮票板块、

《生肖龙》和《生肖蛇》等第三轮生肖整

版邮票板块等等，它们能够成功启动

的一个最主要因素，就是因为当初绝

对价格较低，投资者对它们存在强烈

的惜售心理，只要稍微出现一些“利

好”概念，用较少的资金就能发动一波

较为有力的上攻行情。

低价邮品的吸引力

表现在：1、价格非常低

廉，有的已经跌到了市

场的心理底线，相对来

说比较安全。2、有些低

价邮品虽没有打折，但

其基本面较为理想，或题材上佳，或发

行量较少，如近年来发行的《关公》、

《宋词》小版张和《清明上河图》等，特

别是去年四季度发行的《十八大》小版

张，质地较好，一旦放量启动便容易得

到市场的认同。

人们投资邮市的

最终目的，是要在风险

最小的前提下实现利

润最大化。而在低迷市

场中，低价邮品的风险

要比高价邮品小得多。

从目前的邮市盘面来

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

低价邮品处于严重超

跌状态，正逐步趋稳之势。在邮市投资

中，散户们是最弱小的群体，他们不仅

要面对残酷的市场，更要面对强悍的

庄家，散户要学会保护自己，与其跟着

庄家打打杀杀，不如静下心来，在低价

邮品中去寻找值得投资的“黑马”。

新民晚报夜光杯全国
书画大赛获奖作品展

由新民晚报社、上海市美术家协

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 2012

新民晚报夜光杯全国书画大赛获奖

作品展 5月 8日上午十时正在上海

图书馆举行。

本次大赛共收到了来自海内外

书画作者的精品力作四千多件，他们

创作悉心，风格多样，引人瞩目。经大

赛评委会“公平、公正、公开、客观”地

认真严格评审，有三百八十多件作品

分获特、金、银、铜、入选作品奖。

这次获奖作品展其中有评委作

品、山水、人物、花卉、书法等近300幅

左右，展出时间5月8日~5月12日。

古玩城国际琥珀展
“上海波兰国际琥珀展”近日在

浦东板泉路上的恒大古玩城举行。此

次展会得到了波兰驻上海领事馆的

大力支持，国际琥珀协会也对上海的

这次展出高度重视。琥珀是古代的树

脂埋在地下经过地壳运动而形成的

化石，内部含昆虫的残体或植物。颜

色呈黄色、棕色、橙黄色、褐红色或暗

红色、浅绿色等，淡紫色极少见。中国

将琥珀分为金珀、血珀、虫珀、香珀、

石珀、花珀、水珀、密腊、红松脂等，其

中金珀最珍贵。波兰素有“琥珀王国”

之称，一副好的波兰琥珀饰品价格远

高于黄金饰品，在英国尤受欢迎。

我喜爱收藏旅游门券,那是将近

20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的妹婿

从北京旅游归来，我见他的旅行包里

有不少的旅游门券，其中有长城，故

宫，颐和园等景点门券，觉得很有趣，

于是就把这些门券收藏了起来，渐渐

养成了习惯，获益匪浅。比方我手头就

有一张刚刚得到的旅游门券，它是上

海松江醉白池的，门券的正面有一幅

图片，上面是一泓池水，满池的荷花盛

开，大有杨万里的“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韵味，门券的背面有这么几句话：

“醉白池，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原

为明代画家董其昌觞咏处……慕白居

易而筑基醉白堂之寓意，定名醉白

池。”由此可见收藏旅游门券，能够增

加你的历史地理知识，从而也能够了

解一些历史名人。就我来说收藏门券

还另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卧游山水的

趣味，因为本人是个残疾人，深居简

出，读旅游门券上的景点介绍，再自己

创意性的思索一番，那种趣味实在是

妙不可言。而且，我是一个写通俗小说

的作者，我常常把有些旅游门券的景

点写入我的小说，同样引人入胜。

总之，收藏旅游门券好处多多，但

是我收藏有一个原则，任何一项爱好，

那就是一切都随意，既不刻意追求，也

不乱花钱。

汉代玉器，既秉承了战国时期的

玉器工艺传统，沿用雕、刻、琢等技法，

又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摸索创新，产生

出汉代玉器的独特风格。在技法上突

出“汉八刀”和“游丝毛雕”两种新技

艺。“汉八刀”风格简练流畅，神态逼

真，宛如八刀而就；“游丝毛雕”指的是

汉代玉器上出现的一种阴刻线，其线

条形若游丝，细如毫发。

汉代玉器中艺术价值较高的应属

于圆雕作品，表现手法注重写实，以玉

雕牛、羊、马等最常见。汉代“玉马首”

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该品高 14

厘米，为新疆和田玉。“玉马首”耳尖鼻

圆，体态健硕，马首低沉，马脖弓起，马

嘴大张，似蓄千钧之力，只待一发。该

品玉质上乘，雕琢精细，构图巧妙，整

体形象充满动态与灵气，雄浑豪放。

一件玉马首，便让所有的玉器黯

然失色，它标志着汉代玉器发展的水

平，摒弃以往陈旧的程式化的古风，向

新的自然写实风格发展。用写实的方

法刻画出动物充沛的生命力和动物生

动的神态，用自然主义的表现风格体

现出特征化的精神刻画，而并非是靠

玉器本身品貌的逼真写实。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北京古城

多次遭到西方列强入侵，经受了前所

未有的浩劫。不管是皇宫禁苑还是居

民宅院、商家店铺都没有能够幸免。紫

禁城、圆明园等遭洗劫后，损失惨重，

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南海、中海和北

海被劫后，收藏所剩无几。经过这次浩

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

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

这件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汉代玉

马首，也在混乱中失踪，几经辗转，现

存于美国维多利亚·亚伯特博物馆，其

原存何处暂无人知晓。时过境迁，它依

然挺直着半截残躯，低头怒吼，似在诉

说中华民族的沧桑和历史，具有较强

的艺术震撼力。

文人竹刻成新宠

流落海外的汉代玉马首

低价邮品中寻找“黑马”

收藏门券自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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