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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特罗在中国
中华艺术宫即日起至 5月 8日

有“博特罗在中国”艺术展。作为拉丁

美洲地区最杰出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费尔南多·博特罗以“肥胖”造型的绘

画和雕塑著称。此次展出的137件博

特罗作品极具代表性，涵盖了油画、

素描、水彩和雕塑等不同类型。

玛格南大师展
地处龙腾大道的上海摄影艺术

中心，即日起至 5月 29日举办法国

摄影家“玛格南大师展”。出生于英国

的伊恩·贝瑞和出生于摩洛哥的法国

人布鲁诺·巴贝是玛格南最有资历和

受人敬重的两位摄影师。几十年里，

两位摄影师经常来访中国，创作了国

内摄影爱好者所熟知的大量作品。此

展展出他们多样化的重量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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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集邮活动，普

遍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收

集成套的新邮即从未使

用过的邮票，另一种是收

集首日封、实寄封为主的

封收集式集邮。

但对于部分集邮爱

好者只是对于邮票的花

花绿绿钟爱而言，集邮可

能更多的是和门卫室的

保安套近乎，然后偷偷撕

下信封上的邮票，泡水里

把背胶洗掉，待邮票干后

入册收藏。这样的邮票少

了背胶，多了邮戳，放在

册子里也是形态各异。但

集邮不单只是图个好看，

很多情况下都是要考虑

到邮票本身的价值，不值

钱的，收藏再多也可能没

多少价值。

那么这些信销票，日后能值钱

吗？

如果去过有关邮政的博物馆，可

以看见历史上不少的珍邮都是信销

票，甚至不少的信销票上的邮戳成了

邮票使用环境和时间的重要依据。其

中一枚 1956年的特 15首都名胜天

安门图“放光芒”被撤销发行的邮票

信销票，在 2012年北京城轩的秋季

拍卖会上的成交价达 63万元人民

币，而一套建国初期的天安门普票信

销票，价值也达近5000元。

确实，比起新票，信销票成套收

集的难度更大，因为不能保证每一枚

都有人使用，且你还能自己收到。因

此部分信销票成套邮票，其价值可能

比新票还要高。

但如果你说现代邮票的信销票

要比新票价值高，那么简直是天方夜

谭。首先是邮票本身的使用率非常低

下，自然方式获得的成套信销票基本

做不到，而旧票在绝大多数收藏者眼

里只有收藏价值而没有升值潜力，因

为是旧的，并不讨广大集邮者喜好，

在收藏市场当中变现困难，因而如今

的信销票基本等于废纸一张，也就只

有在与海外集邮者的交流中适合使

用这类邮票与外国同好进行集邮交

换。

因此，收藏信销票不能过于考虑

价值的高低，如果不是纯粹出于对邮

票的喜好而收藏，那么信销票并非是

一个很好的收藏手段，而且把别人的

信件上的邮票撕下是不好的行为，何

况带邮票的邮件可能比起邮票本身

更具收藏价值，这点可能很多集邮者

常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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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亚洲现当代艺术”专场在香

港举槌，其中，吴冠中的油画《周庄》

起拍价为1.38亿港元，直接加价到

1.5亿港元，最终以 2亿港元落槌，

加上佣金，以 2.36亿港元成交，创造

了吴冠中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同时

刷新了中国现当代油画最高纪录。当

天，在另一场拍卖中，国画家崔如琢

的巨幅六条屏《飞雪伴春》以 3.06亿

港元的成交价创造了在世中国画家

世界纪录。

《周庄》创作于 1997年，尺幅巨

大，长度接近 3米，为吴冠中晚年为

新加坡一个私人美术馆创作的作品，

此前从未进入拍卖市场。保利香港董

事总裁赵旭表示，“《周庄》是吴老美

术馆级收藏作品中的最大的一件作

品，1.38亿港元的起拍价也让《周

庄》成为中国拍卖史上底价最高的拍

品。”而《飞雪伴春》创作于2013年，

由巨幅六条屏组成，整幅达两百三十

平方尺。崔如琢 1944年生于北京。

幼年时期拜师郑诵先习字，后来投入

著名画家李苦禅门下学画。

在不久前公布的《2016胡润艺

术榜》中，崔如琢连续第二年登上胡

润艺术榜榜首。是范曾 2012年的

9.4亿元之后，历年来位居榜首艺术

家成交额的第二高纪录。

浦城路的滨康大楼，看上去是一

栋普通的居民楼，楼前有一座三百平

米的展厅，门口挂着一幅用毛笔字写

的“冯氏烟画博物馆”。烟画，是旧日香

烟包内所附赠的一种小画片，一面印

着图画，一面印着图画的说明，上海人

叫它“香烟画片”。这座私人博物馆凝

结着冯氏一家三代的心血。八十三岁

高龄的冯懿有精神矍铄，其自幼受到

父亲的熏陶，痴迷于收藏烟画，每当向

他问起烟画的问题，他总兴致勃勃地

向你娓娓道来。

烟画博物馆内有一个会客厅和四

个展览区。第一间屋子展览着近代历

史上发生过的大事件。鸦片战争，八国

联军入侵，北伐战争……小小的烟画

记录着那段血与泪的历史。令人惊奇

的是早期的烟画是彩色烟画，其色彩

饱满程度不亚于今日的印刷技术。冯

老指着一幅画说：“记者冒着生命危险

拍摄的，历史是抹不掉的。”

走进最后一间屋子，是难得一见

的珍藏品。冯懿有说《至圣先师孔门师

弟像》是镇馆之宝，其珍贵不输于当时

的华邮“四珍四宝”，在当时集齐一套

便可兑换二两赤足黄金手镯一付或洋

车一辆。其中的《孔圣像》世上仅存三

片，可谓是无价之宝。这里有1894年

英国出品的世界上第一套彩色烟画

《世界陆军》，也有慈禧太后收藏过的

《花中美》。一般的烟画都是“呆板的平

面印刷品”，这里却有可以旋转、折叠、

拼接的烟画，形状各异，令

人目不暇接，拍手叫绝。

冯家烟画收藏已历经三

代，不抽烟、不拿烟画赌博，

两袖清风。冯懿有说家规有

“二不二为”：绝不将收藏的

香烟画片占为己有、私自欣赏，绝不为

升值卖钱而收藏；为了教育他人，为了

报效国家。冯懿有的父亲———三十年

代烟画大王冯孙眉，他办展览会的门

票钱，分文不取，全部用来救济难民，

父亲晚年还把收藏的一部分烟画捐给

了博物馆，以回报社会。中国艺术博物

馆成立之初，便找到冯老，想出价买下

“汪精卫叛国”那套珍贵的画片，在冯

懿有心里，烟画是无价之宝，多少钱也

不卖，冯先生便把这套烟画借给了艺

术博物馆。为了让更多人欣赏到烟画，

他自己开办了“冯氏烟画博物馆”。

有人说，一生只做一件事，再把它

做成奇迹。冯懿有夫妇二人的工资，除

了日常开销外，差不多全部变为烟画，

经过 50余年的努力，共收集了二万

余张中外名贵的烟画。欣慰之余冯懿

有也有担忧，他说：“知道烟画的人少，

知道烟画博物馆的人就更少了。”

“中国绘画年鉴”十年展
由文化部华夏文化遗产中国画

院、《中国绘画年鉴》和上海中心宝库

1号联合主办的“中国绘画年鉴”十周

年名家题字展暨 2016中国青少年书

画大赛在沪举行。本次活动共展出了

高式熊、陈佩秋、颜梅华、汪观清等全

国70多位书画名家一百多幅作品，形

式多样，个性鲜明，题材丰富，记载着

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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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懿有和他的烟画博物馆

一天内连创两项拍卖纪录

本周，沪上最大的艺坛新闻就

是“春华秋实———周慧珺从艺六十

周年书法作品展”的隆重举行。那天

上午，市文联展览大厅前的揭幕仪

式即将开始，前一刻还阳光明媚，突

然一阵倾盆大雨，然而大雨依然挡

不住观众的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

“周迷”纷纷涌入，将上下展厅挤个

水泄不通。风雨象征着周慧珺老师

坎坷的艺术经历，经历了九九八十

一难，终于成就了她伟大的书法人

生！真所谓：“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

太行雪满山。何惧老天不作美，最

贵风雨故人来。”

当今海派书法的代表人物周慧

珺先生，曾任中国书协副主席，上海

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书协第四、五届

主席，现为上海书协名誉主席。她一

生钻研书艺，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崭

露头角，三十多年来，凭借其德艺双

馨的书品人品，为上海书法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荣获上海

市第六届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

奖，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

就奖。本次展览精选了周慧珺先生

从艺六十周年来的作品 100余件，

囊括了对联、斗方、横披、少字数、手

卷、中堂、条幅、长卷及扇面等各种

形式，反映了周慧珺先生不同时期

的书法创作风貌。为了能够给观众

带来更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2014

年至 2016年，年近八旬的周慧珺

老师先后在丈二、丈六宣纸上创作

作品，多件大尺幅作品及少字数作

品被最终选定，观众朋友们在现场

一饱眼福。此外，展览还专门设图片

资料展，《上海书法名家周慧珺视频

集》在展览现场首映，使观众们能够

饱览周慧珺先生从艺六十周年来所

取得的艺术成就。

在展览会的同时，为期两日的

“周慧珺从艺60周年书法学术研讨

会”也同时举行，本次研讨会采用国

际惯行的讨论模式，保证了学术讨

论的严谨性。同时研讨会还设有旁

听席，为热爱周慧珺先生书法艺术

的群众提供近距离了解的机会。与

会的 7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两天的

热情讨论，从多个方面解读了周慧

珺先生的书法艺术、人格品德以及

社会贡献，大家都为周先生的人品

和书品所感召。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先

生在研讨会上说，周慧珺先生是一位

传统功夫深厚、又有时代新意、值得

大家尊重的德艺双馨书法大家。此次

研讨会是周慧珺先生人生中的第一

次个人书法研讨会，围绕“周慧珺书

法的审美特征”、“周慧珺书法的技

法、创作”、“印象周慧珺”和“周慧珺

与上海书法振兴”四个方面，内容非

常丰富，视野颇为宏阔，情节更是感

人。此次研讨会无疑将拓展和深化书

学界对周慧珺先生书法艺术及其从

艺经历的全面发掘、深入讨论和辨证

思考，有利于推进海上书法传承和创

新,更为我们努力做好新时代的“四

有”书人提供优秀学习典范。

随后，周慧珺先生对所有倾情

参与此次活动的来宾、观众和幕后

的工作人员表达了内心真挚的感激

之情，并表示争取创作出更好的作

品奉献给社会和人民。

春华秋实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