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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拍卖&画廊俱乐部

! ! !"#$年 %月 &日，上海
敬华拍卖 !"'$ 年秋拍公开
征集免费鉴定活动正式在台
湾拉开帷幕。此次活动为广
大台湾民众提供专业的艺术
品委托拍卖和免费的艺术品
鉴定等服务。敬华专家团队
首站便是台北，从 %月 &日
至 ''日，然后 %月 '!至 '(

日前往台中，最后高雄则为
%月 '$至 ')日。
海外收藏市场一直是拍

卖公司拍品征集必争之地，
而台湾更是必争之“重地”。
台湾艺术文物市场发展至今
已有三十余年，民间艺术品
收藏观念成熟，各门类不乏
精谙藏道的大家。加之传统
文化底蕴深厚，收藏意识超
前，艺术品收藏非常丰富。藏
品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 '&$&年前后从大陆携带
至台湾的大批文物艺术品 *

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
湾经济为亚洲四小龙之首，
一批实力雄厚的台湾收藏家从大陆、日
本、香港及东南亚地区收购了大量艺术
品。这两方面藏品的数量相当庞大，至今
仍有很多从未在拍场露面、交易过，尤受
藏家青睐。过去的十几年间，台湾收藏家
在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拍卖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年春，北宋黄庭坚《砥
柱铭》以 $,(-%亿元创造了中国艺术品
世界纪录，便是来自台湾地区资深藏家
的珍藏。因此，台湾成为了上海敬华秋拍
海外征集活动的第一站。
总共为期一周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台

湾市民前来鉴宝交流，交流现场人声鼎

沸，市民接踵而至，带来的藏品种类繁
多，其中不乏大家作品，为敬华 !+#$秋
拍的海外征集赢得了开门红。据悉，敬华
秋拍海外征集的第二站为日本。而在上
海，为了方便广大收藏爱好者，敬华拍卖
在公司本部（南京西路 #(&%号玫瑰花园
内）将设常年征集的业务，以服务大众。
征集的内容为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名
家书画；瓷器佛像；名家篆刻；竹、木、玉、
铜雕刻；旧墨、砚台等文房用品；历代碑
帖、印谱，而重点征集方向还是海派书画
的精品。

! ! 上周，笔者听闻在静安区铜仁路 &!号上
海敬华艺术空间三楼正在举办扇画精品展，
于是特意前往观摩、学习。参观完扇画后，在
一楼展厅最右处的一个小隔间内，有一幅陈
半丁水墨画作《倚竹佳人》吸引了我。说来惭
愧，在此之前，笔者也曾来敬华艺术空间参观
过几次，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忽略了这间本
不该被忽略的小隔间。小隔间内展出的书画
不多，尚不足十幅，但布展讲究。在陈半丁《倚
竹佳人》画作旁边并列展出的是同样师承吴
昌硕，师法徐渭、陈淳、石涛等的“海派”大家
王个簃的《竹石图》。展品的主人似乎是有意
为之，而这样的布展方式更能使观者通过画
作产生无限遐想。“京派”与“海派”的对话，是
中国画坛永恒的主题之一。
大约是在两年前的某天，笔者在杭城经

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国画家，此人即是陈半
丁之孙。听他讲述了关于其祖父故事之一二，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陈半丁产生了兴
趣。

陈半丁，#%.-———'&."年，生于浙江绍
兴柯桥镇，名年，字静山，号半丁，斋号甚多，
常用的有敬洗堂、饮雪庐、五亩之园等。陈半
丁祖上自明末起世代以行医务农为业，家境
贫寒。其年幼时即父母双亡，生活坎坷。')岁
时，陈半丁在兰溪一家钱庄做学徒时，开始接
触笔墨，自此一发不可收，其自述“嗜书画入
骨，饥饿犹不顾也”。

'%&)年，在陈半丁 '&岁时，他随表叔吴
隐来到上海，在严信厚家做伙计，以拓印、刻
帖及楹联为生，业余时间一心学画。其间，他
有幸得到了吴昌硕、任伯年、蒲华、吴糓祥、黄
山寿、金心兰、顾麟士等诸多前辈的指点和教
诲，尤其是从吴昌硕、任伯年身上获益最多。

'&"-年，陈半丁受金城之邀来到北京发
展。在吴昌硕、陈师曾、金城、吴观岱等人的推
荐和帮助下名声鹊起，在当时的京城，陈半丁
与陈师曾并称“二陈”。'&'.年，陈半丁与齐白
石相识，并成为至交，他的创作对齐白石启发
很大，而且对齐白石的“衰年变法”也起到推
动作用。陈半丁也是 !"世纪早期中国画的教
育家之一，早在 '&'$年就曾在蒙藏院任职，
后又在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授，成为
近现代学院中国画教育最早的教授之一。
'&!"年，陈半丁与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人
共同创建了后来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具有里
程碑式历史意义的“中国画学研究会”。'&!(

年、'&!-年，“京派”中最具领袖地位的陈师曾
和金城相继去世，陈半丁开始独挑大梁，并成
为“京派”重要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予了陈半丁极高
的礼遇，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在国内外享有崇高
的声誉。他与齐白石合作的《松石牡丹》图作
为国礼由毛泽东签名赠与印尼总统苏加诺，
据说这是唯一一幅有毛泽东签名的画作。苏

加诺去世后，此画辗转流回中国，后在北京翰
海 !"")年春拍上亮相，并以 !"()万元高价
成交。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到政治上极左
思想和艺术上以“以素描来改造国画”的融合
派的影响，使传统中国画受到严重影响，这在
北京表现得尤为严重。面对这种形势，陈半丁
团结众多“京派”画家，积极奔走呼吁，设法解
决老国画家的生活问题以及中国画的传承与
发展问题。在其倡议下，政府于 '&)$年正式
成立“民族美术研究所”（即现在中国艺术研
究院美术研究所前身），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第
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美术研究机构。

陈半丁继承了吴昌硕、任伯年为首的“海
派”特点，又将其带到北京，在“京派”范围内
逐渐变化，最终形成了与齐白石大写意相对
应的小写意画风，世称“陈派”。“陈派”以花
卉、山水为大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风，影
响深远。“陈派”之花卉溯源陈淳、徐渭，同时
对石涛、恽南田、扬州八怪等均有广泛涉猎。
从其作品来看，'&!"年代初期以前纯拟各家
者较多，笔墨淡雅，形神俱佳。'&!"年代中期

以后，多是以缶翁之意出之，参己意加以变
化。到 '&!"年代后期，已渐远缶翁的狂放重
拙，而一变为清秀、潇洒，即便是浓艳，也有超
逸之气。到 '&!"年代末、'&("年代初，陈半丁
已初步形成了自家风貌。从 '&(" 年代初到
'&$"年代，其作品风格潇洒、古雅，极具书卷
气。一方面，他在博采诸家的同时，对陈白阳
的研究最深，吸收借鉴也最多；另一方面，他
到了北京以后，书法开始由碑入帖，由专师吴
昌硕到转学“二王”、董其昌等。这一时期的风
格，以融合吴昌硕、陈淳为主调，均以己意蕴
化而出。'&)"年代至 '&-"年代，其虽有乘兴
挥洒、笔墨酣畅淋漓之作，但更多地渐趋拙
朴、厚重、含蓄、温润，呈现了柔厚敦的境界。

上海敬华艺术机构典藏的这幅陈半丁水
墨作品《倚竹佳人》为其晚年之代表作。图中
奇石画法粗简写意，新竹枝叶交互纵横，虚实
相生。画面将修竹之挺拔婆娑、含雨带露之
姿，刻画得生动鲜明。作品描绘了北宋大文豪
苏轼之诗中意境“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著
薄衣裳。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时世妆。”
（出自《赵昌四季芍药》）释意为：靠着修长的
竹子/美人舞动长长的衣袖/天气已然寒冷/可
是她们还穿着薄薄的衣裳, 扬州繁华之地/近
来枫叶已红/又是美人们风流打扮衣着时尚的
时光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曾经长期与齐白石
齐名，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做出过杰出贡献
的伟大艺术家，在现今艺术市场上却久被埋
没，作品市场表现
一直不温不火。究
其原因，正是因为
陈半丁直言敢谏、
爱憎分明的个性使
其晚年在文革中遭
受迫害，也使其画
坛地位受到了影
响。也正因为此，在
改革开放以后，学
界对于陈半丁艺术
的研究一直未给予
足够重视，也没能
形成规模。事实上，
早在民国时期，陈
半丁的作品在市场上就备受追捧，不仅流通
好，而且画价甚至还高于齐白石作品。陈半丁
是 !+世纪中国画命运盛衰史上一个不可取
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大师，他经历了
!+世纪历次重大的文化、政治运动。陈半丁的
作品“去浮华而出静雅，去俏俊而出浑容，去
谨严而出闲逸”。如今，随着学界对于陈半丁
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艺术市场的不断
成熟、理性，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本清
源，其作品的市场行情将会逐渐实现价值回
归，未来的市场潜力还很大。

燕语君达

! ! ! !在雷峰塔倒塌&+周年之际，一卷曾在塔中
尘封千年的北宋吴越王钱俶造佛经完好再现
人间。%月!+日，千年重光———吴越刻雷峰塔藏
经特展在朵云轩艺术馆开幕，这卷被吴湖帆、
陈曾寿、沈尹默、叶恭绰等众多名家供养或歌
咏题跋的千年文化瑰宝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这一罕见的千年经卷由朵云轩从香港著

名藏家朱昌言家族征集而来，全长 !#%厘米，
版心高约 .厘米，分卷首题记、《礼佛图》、经
文三部分，共计 !.((字。根据卷首题记，此卷
是北宋吴越国乙亥岁（公元 &.)年）由“天下
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所造，入藏建造
中的西关砖塔（即雷峰塔），“永充供养”，距今
#+$+年。虽经千年沧桑，经卷纸表细腻坚滑，
字体古拙典雅，清晰可辨。经卷刻印佛教重要
经典《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
尼经》，书写诵读此经，或纳入塔中礼拜，被认
为能消灭罪障，得无量功德。此经卷造于帝王

之手，藏于江南名塔，是一件具有重大文物价
值的中国佛教文化瑰宝。
据专家研究，雷峰塔藏经历千年风雨灾害

侵蚀，#&!$年倒塌时又遭哄抢毁坏，以致“完
整者极稀”，流传至今者屈指可数，且均有残
损。此卷刻工之精美、品相之完整，在目前可见
雷峰塔藏经中可称第一。著名收藏家叶恭绰
评此刻本“手工精湛，与开宝大字藏相类，而此

字小，尤为难得。敦煌所出沙州刊版各经咒约
与此同时，但麤率殊甚，较此有珉玉之别矣。”
而吴湖帆更指此卷“得有价值之北宋真椠位
置”，开南宋临安著名刻书坊“睦亲坊”之先声，
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而成就此经卷独一无二价值的是展卷所
见琳琅满目的名家题跋，及其在收藏文化史
上的样本意义。#&!$年 &月 !)日，长年失修

的雷峰塔轰然倒塌，由于其重要的文化象征
意义，成为当时一大文化事件。时居杭州的晚
清遗老、著名文人陈曾寿收罗流出的藏经最
多，并将“偶有残缺者，以断卷中文字补缀
之”，得此完璧。因吴湖帆夫人潘静淑礼佛，不
久即让与吴湖帆。吴湖帆引为至宝，不仅自己
写了长跋，还遍邀陈曾寿、叶恭绰、沈尹默、夏
敬观、赵尊岳、狄平子、王同愈等文化名流为
经卷歌咏题跋、写照，并精心装治，为保全和
光大此卷之最有力者。吴湖帆供养此卷多年，
直至晚年才赠予长年为自己疗疾的海上针灸
名家方幼安，方氏又请王蘧常作长篇诗跋，成
就今日所见经卷面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方
家因故急需筹钱，感于朱昌言曾经的慷慨相
助，遂将这件“压箱底”的藏品转手朱氏。朱昌
言亦极宝爱，常与一二友好把玩。经卷不仅流
传有序，并在递藏过程中不断完善增色，为中
国收藏文化史留下一段佳话。 方雯

陈半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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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刻雷峰塔藏经在沪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