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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宝专家：这是著名书法家冯仲华真

迹。冯仲华是林散之得意弟子，其行草多是用

墨泼水，淡中出彩，章法疏朗清明、意蕴静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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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博览 大雅霁蓝釉瓷 □王家年

霁蓝釉也称霁青，又称积蓝釉、祭

蓝釉。称霁青是因为古代对于青、蓝、

绿的概念不清而造成的。霁蓝釉与霁红

釉一样，属高温失透釉，以氧化钴为呈

色剂，在生坯上挂釉，入窑经高温一次

烧成，成色稳定。

历代霁蓝釉瓷特点
宣德霁蓝釉瓷器多为单一色釉，也

有少部分刻画暗花的，另有蓝釉白花的，

多为折枝花及鱼藻纹。官窑款有青花和

暗款两种，均为“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六

字楷书款，宣德时的产品以暗花为多。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霁蓝釉

瓷器传世不多，成化时期未见完整器，

景德镇御窑厂出土过有成化款的蓝釉碎

片，说明其生产未曾间断。弘治、正德蓝

釉瓷器带官款者的极少。嘉靖霁蓝釉色

蓝中微泛紫色，有些釉面开细小纹片，个

别有棕色斑点，圈足处施一层酱色釉。

嘉靖蓝釉瓷较为盛行，一是造型品

种丰富多彩，二是釉色品种有新发展。

造型除传统的宫廷祭器、陈设瓷外，日

用器皿中也常见蓝釉产品。嘉靖霁蓝釉

色蓝中微泛紫色，有些釉面开细小纹

片，个别的有棕色斑点，接近底足的聚

釉处则发黑色。回青釉则呈淡蓝色，没

有刺眼的浮光，有些器物的口沿及圈足

处施一层酱色釉。

清代霁蓝釉瓷器
清代霁蓝釉瓷器生产历代未断，均

有传世。霁蓝特点是色泽深沉，釉面不

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呈色亦比较稳

定。霁蓝器物除了单色釉外，往往用金

彩来装饰，还有刻、印暗花的。清康熙时

的霁蓝亦颇有成就，其薄釉者无开片，釉

色较昏暗。有刻暗花纹的，也有描金彩

的，常见造型仍是宫廷祭器和陈设用瓷。

清康熙时，有一种蓝釉瓷称洒蓝，

因使用吹釉工艺，使得蓝釉中分布白色

斑点。康熙洒蓝呈色稳定，做工精细，

多辅以金彩装饰，也有少量辅以五彩和

釉里红装饰的。康熙以后历代均有洒蓝

釉瓷器生产，仿康熙洒蓝的也不少。仿

康熙洒蓝金彩容易脱落，常有后世金彩

脱落后描金复烧的，一定要用放大镜仔

细观察后描金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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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宝专家：这是现代器物，材质为紫

袍玉。紫袍玉属于宝石玉类，硬度不次于

翡翠，色泽上紫色、白色、黄色相间。

收藏报告

从文博会看市民字画收藏

40多位书画家参会
记者从本届文博会组委会了解到，

本次参会的书画家有40多位，多数是来

自天津和北京的，从教授级别到青年书

画家都有。

为什么我省书画家踪影难寻？省

美协一位副主席告诉我，省内一线书画

家本身创作繁忙，无暇参会。记者也从

我省著名书画家陶天月处了解到，每天

要完成画廊订单和社会各界人士约请作

品，非常繁忙。著名画家童乃寿办画展

后，北京、山东、江浙等画廊前来订单，因

工作、身体等原因都推掉了，更无暇参与

其他活动。而省书协一位青年书法家表

示，没有参加一是没接到大会邀请，二是

“外来和尚好念经”，本土市民对本土书

画家都熟悉，不一定感兴趣。

兰草画受市民青睐

本次书画展，参会的书画家除带来

一批作品外，还现场写字作画。气氛却

是冷热不均，有的摊位前市民排队买字

买画，以一位花鸟画家为例，兰草鱼虾

价格从800到2000元一幅不等，一上午

卖出几十幅，有的摊位却显得很冷清。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山水画

家迟鸿罡表示，合肥市民普遍对兰草、

鱼虾热情大，而对山水画表现一般。记

者仔细观察迟鸿罡的山水画，个性分

明，有几幅的用墨带着黄宾虹的韵味。

但据其介绍，他带来的几幅小品都卖掉

了，山水画却是问的多，买的少。

对此现象，另一位书画家孙善明表

示，这可能与地方经济有关。1000元左

右的画比较容易让市民接受，山水画价

格高，市民想收藏但经济不一定许可。

市民重头衔轻画品
字画的价值当然是作品说话。可

是由于艺术的专业性，不是所有市民都

懂字画，大多数人看头衔，什么“院长”、

“名誉主席”、“名誉会长”、“鼻祖”等等

受到热捧。

“收藏一定要看作品本身，轻头

衔。”前面提到的那位省美协副主席介

绍，随着书画兴起，“头衔”也是鱼龙混

杂，许多冠以“世界”、“中华”、“华夏”、

“东方”、“神州”的书画院、研究会其实

是个人成立的民间组织，有的甚至是在

香港登记的民间社团，受利益驱使公开

叫卖头衔，甚至是几百元就一个“名誉

主席”、“副院长”。市民收藏字画要有

鉴别的基本常识，比如“中国国家画院”

和冠名“中国国家书画院”、“中国国际

书画院”等组织是有天壤之别的，前者

直属文化部，首任院长是李可染。“这次

来的书画家中，有些很有潜力，作品也

很有收藏价值，可惜，市民不一定认得

清，而是扎堆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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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品鉴

刚刚在合肥结束的第五届文博会，共接待30多万人次参观购物，其中有一部分人是为字

画收藏赴会的。本次文博会上，可以看出我省市民字画收藏怎样的取向呢？记者 周玉冰

当代艺术家联展将在京开展
由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合肥市文联主

办的2011——中国当代艺术家联展，24日

将在北京798魏嵬画廊举行。此次展出的

画家有班苓、张国琳、杨国新、魏兴无、刘泽

荣、文君、魏嵬、夏碧泉、申玲、黄庆生、张子

文、李国庆等十二个著名画家100幅作品。

刘楚仁《岁月留痕》出版
公安作家刘楚仁诗书画集《岁月留

痕》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印行。刘楚仁

生于中国书画之乡萧县，几十年来勤耕不

辍。该诗书画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书

画、诗文近百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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