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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收藏市场“新势力”再战江湖

珠宝大潮“乱花渐欲迷人眼”

彩色珠宝收藏要讲品质
一幅画
让家更温馨

一方砚
藏出雅兴

□本报记者 耿晓筠

在刚刚闭幕的首届进博
会上，一对价值3000万人民
币的钻石鞋以“最奢华”成为
吸睛“利器”。

据悉，这对钻石高跟鞋是
英国一家专做珠宝鞋的公司
——纪娜梵带来的奢侈品。
这款名为“春灿”的鞋上镶嵌
有4颗1克拉主石、1万多颗
共计300克拉的粉红钻石，由
国际著名鞋履大师用时两年
多手工制成，当属进博会最为
奢华的展品之一，也引来不少
观众慕名拍照。为此，纪娜梵
展台被单独加了排队通道，安
保措施相较其他场馆也更为
严密。热情的参观者不惜花
时间排队，就为一睹钻石鞋的

“芳容”。
这双粉红钻石鞋的全球

“首秀”选择在中国的进博会
上开启，绝非偶然。据了解，
在本届进博会上，钻石、红蓝
宝石、翡翠、琥珀等众多品类
的珠宝商，以及世界主要钻石
交易所都齐齐亮相，国际珠宝
品牌纷纷将进博会作为一个
重要的展示舞台，中国已成为
国际珠宝潮流的汇聚地。

顶级珠宝受“追捧”

实际上，中国市场早已成
为全球顶级珠宝品牌的兵家

“必争之地”。在今年10月初
各大拍卖行举办的“例牌”秋
拍中，珠宝专场表现特别“亮

眼”。其中，苏富比香港珠宝
秋拍破多项纪录，喀什米尔蓝
宝石克拉单价、天然灰珍珠项
链都创下世界拍卖纪录；随后
的香港保利秋拍成绩依然“耀
眼”，“璀璨珠宝”专场斩获本
季最大份额，收获逾2.4亿港
元，成为全场亮点。据保利香
港表示，本次秋拍中表现最为
亮眼的是一颗8.5克拉、浓彩
紫粉色钻石戒指的高价成
交。据了解，苏富比香港珠宝
秋拍十大最高成交拍品涵盖
各类珠宝，包括彩色宝石、钻
石、珍珠及皇室贵族首饰等，
当中三枚彩钻更是大幅超越
高估价成交，亚洲买家的“威
力”令市场咋舌。

专家认为，今年的珠宝大
潮，可谓承接2017年火热之
势而来。去年，仅苏富比、佳
士得两家拍卖行全年珠宝拍
卖总额就超过10亿美元，不
少主打拍品都打破了纪录。
在香港苏富比2017春拍上，
一枚 59.60 克拉 CTF Pink
Star粉钻以5.53亿港元成交，
打破了拍卖史上“最贵珠宝”
纪录，拍后更名为“周大福粉
红之星”；此后的佳士得香港
2017秋拍上，一枚14.93克拉
粉红VVS1 Type IIa钻石戒
指“粉色承诺”以2.2亿港元落
槌。以彩钻领衔的珠宝拍卖
市场，风头一时无两。

可关注宝石界“黑马”

在顶级珠宝备受中国富

豪买家群体“青睐”的同时，
“入门级”珠宝收藏也开始在
普通百姓中流行。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珠宝方面，2017年我国限额
以上金银珠宝类零售额为
2970 亿元，同比增长 5.6%。
据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黄金消费量达
1089 吨，与上年同期增长
9.4%，我国已连续 5年成为

“世界第一大黄金消费国”。
贝恩公司发布的《2017年中
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显示，
2017年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
销售额达1420亿元，较上年
增长20%，为2011年以来的
最大增幅，并超过了海外市
场。其中，珠宝、化妆品等女
士品类的增速超过其他品
类。《中国时尚产业发展蓝皮
书(2018)》指出，中国已成为
世界第二大珠宝首饰市场。

珠宝收藏市场火热，中
国消费者对珠宝的热爱程度
越来越高，偏好越来越多样
化，品味也越来越个性化。
专家认为，尽管每次站在拍
卖纪录顶端的都是彩钻、翡
翠、红宝石等名贵品种，但因
为这些顶级珠宝的“门槛”太
高，并非是普通珠宝爱好者
与藏家能玩儿得起的。专家
支招，在珠宝收藏“入门”时，
应尽量避开收藏家、投资家
必夺之宝石，退而求其次去
选择那些宝石界的“黑马”，
如坦桑石、碧玺、沙弗莱石、
舒俱来、尖晶石等。

专家提醒新“入门”的珠
宝收藏者，收藏首先是要欣
赏它的美，其次才是保值、升
值等附加的效应。对于普通
藏者来说，要记住彩色珠宝
收藏的两个“核心”，即品质
和稀有度。

□本报记者 耿晓筠

“剁手”买买买可谓是“你
方唱罢我登场”。2018 年的

“双十一”购物节刚刚落下帷
幕，大洋彼岸的另一场高端

“狂欢节”纽约秋季拍卖紧随
其后拉开大幕。随后传出的
亚洲买家强势争夺“莫奈”的
消息，强烈刺激着全球收藏市
场的神经，人们在感叹之余无
不艳羡亚洲“金主”的财大气
粗。

亚洲买家“剁手”莫奈巨作

纽约时间11月 11日晚，
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
拍”率先登场，开启2018纽约
秋季艺术周。据悉，全场 61
件作品上拍，共取得近2.79亿
美 元（折 合 人 民 币 19.4 亿
元）。这场拍卖，佳士得凭借
毕加索、梵高、莫奈等市场热
门藏品，赢得“开门红”。尽管
全球经济形势令高端收藏市
场未来走向扑朔迷离，但热门
艺术家的作品仍然具有着迷
一样的魔力和强大的市场号
召力，令整场拍卖格外引人入
胜。

据专家介绍，今年的纽

约秋季拍卖，几家大拍卖行
都推出了远超以往数量的

“重量级”拍品，仿佛打开了
一个“潘多拉魔盒”，让许多
以往深藏海底的重要艺术品
纷纷“再现江湖”。由佳士得

“领衔”登场的首场纽约秋
拍，全场最高价来自莫奈晚
年作品《睡莲池》，当晚以
2000 万美元起拍，最终以
2800 万美元落槌，加佣金成
交价为3181.25万美元（折合
人民币2.2亿元），为亚洲买家
竞得。

近年来，亚洲买家在全球
拍场表现强劲，这一群体的艺
术品位愈发多元和广阔，已成
收藏市场不争的“新势力”。
根据苏富比亚洲公布的上半
年市场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
年拍卖行的亚洲拍卖成交额
达到了38亿港元（约合人民
币 3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5%。而在全球拍卖成交总
额中，亚洲藏家贡献了28%的
金额。全球成交价最高的20
件拍品当中，就有8件由亚洲
藏家拍得。值得一提的是，佳
士得在今年上半年也迎来了
史上“最成功的上半年”，销售
额达到近30亿英镑，亚洲买

家占到了其中的24%。此外，
在今年6月举行的伦敦当代艺
术拍卖中，亚洲藏家的成交总
额也有大幅提高，达到了去年
同期近3倍，来自亚洲的买家
人数明显增长。所有的数据
都显示着，亚洲买家在全球艺
术市场保持着不容小觑的购
买力。

年轻“金主”出手豪气冲天

专家分析认为，进入21世
纪，全球艺术品市场格局已悄
然发生变化。作为亚洲买家
群体中的“后起之秀”，中国藏
家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
本买家那样，热衷追逐收藏经
典艺术作品，是梵高、莫奈、毕
加索等画坛巨匠的“忠实粉
丝”，这一“口味”和爱好一直
延续至今年。但与日本以企
业名义购买艺术品的潮流不
同的是，中国藏家的目前购买
意愿仍主要由个人喜好驱
动。过去几年，王健林、王中
军、刘益谦等中国商人或藏家
在西方作品上“一掷千金”的
果断行为，让外资拍卖行看到
中国买家的购买力。

数据显示，亚洲的艺术
品买家购买力超全球 1/3。

据了解，与西方藏家“平均年
龄在60岁以上”的群体特征
不同的是，中国藏家群体的
平均年龄更低，集中在40岁
左右。这些中国藏家学习能
力很强，对艺术品的了解正
在逐渐变得深入，投资品位
也开始和国际买家趋近。随
着中国顶级藏家的迅速“成
长壮大”以及对西方艺术品
迫切需求的快速增长，拍卖
市场也“投其所好”，将业绩
重点开始向亚洲倾斜。去
年秋拍，佳士得为“试水”
亚洲藏家对西方作品的接
受程度，曾破天荒在香港举
行莫奈单场作品拍卖会，结
果好于预期。

面对拍卖市场动辄过亿
元的“大手笔”行为，专家认
为，艺术品作为另类投资的主
要标的，已开始与债券、股票
等传统投资品一起组成风险
分散的投资组合，得到越来
越多国内企业家和投资者的
青睐和认可。在经济环境、
买家结构不断变化的背景
下，流传有序、出处可靠的高
端艺术精品投资回报率日渐
增高，已成为富豪群体公认的
避险“硬通货”。

□本报记者 耿晓筠

时下，“轻装修，重软装”越来
越深入人心，因为软装让家有了
无限“缔造美”的可能性。营造温
馨舒适的居住环境，家里自然少
不了精美的画作点缀。挂画的选
择，体现着主人的品味与喜好。

书画是人类灵魂的“滋补
品”，不同的画作体现着不同意
境，合理的选择绘画作品“填满”
空间，不仅能为家居装修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展现居室的艺术
美感，也能呈现出主人的气势。

什么样的画最适合挂在家
里？家中挂画又有哪些讲究？

珠海泰锋文博古玩城负责人
认为，从艺术欣赏角度而言，居家
挂画选择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
把它视为主人情感的抒发与宣
泄。只要选择喜欢的，所处的意
境就已令人陶醉。但是世间万物
都有其可揭示的规律，美学也是
如此，在家居挂画方面，以“少而
精”和“画龙点睛”为雅，以“多而
杂”和“琳琅满目”为俗；在色彩方
面，以明快、淡雅为雅，以五颜六
色、斑驳陆离为俗。而作为家庭
生活的“主场”，客厅是整个家的
核心所在，也是门面担当，挂画装
饰举足轻重。客厅挂画可选题材
众多，内容也可以变化多姿，适合
的画作可以为整个家居空间增添
浓厚的艺术氛围，还可以陶冶情
操、愉悦身心、开拓视野等。除此
之外，在家中的过道或书房、茶
室、睡房等挂上几幅心仪的小画，
也能为室内增添一些清幽雅致之
趣。

“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
据珠海泰锋文博古玩城负责人介
绍，一般来说，居室装修的挂画选
择以山水画和花鸟画为宜。现代
都市生活忙碌紧张，而家居生活
空间因字画艺术品的引入，在起
到点缀美化、提升档次作用外，还
可以增添家居的雅致情趣，渲染
家里的艺术气息。

山水画山峰巍峨挺拔，笔立
挺直，泉水流淌，生生不息，山前
树木葱绿茂密，郁郁葱葱，大气磅
礴中蕴含俊秀，清新中愈有秀雅
之美，且有回归自然的美感。而
花鸟画从古至今都是文人墨客以
及清雅之士喜欢的国画题材，流
传到现代也是如此，很多人都喜
欢挂几幅国画花鸟在家中，寓意
丰富吉祥。如许多人会在家中的
客厅挂孔雀图，因为在中国传统
吉祥图案中，孔雀是吉祥幸福、善
良美丽、高洁华贵的象征，仙鹤是
长寿的代表，牡丹象征着富贵吉
祥，鱼游水中则有财源滚滚、万事
如意之意，“岁寒三友”象征着傲
骨迎风的节气。在家中挂几幅寓
意吉祥的山水、花鸟画，让一家人
在欣赏艺术之余，也多了一种情
感的寄托。

选择一幅好画，收获一份喜
悦。在家中挂上一幅画，或静、或
雅、或灵、或空，都是一种意境，寄
托着主人对生活的无限美好向
往。一幅好的绘画作品，不仅能
给家居带来蓬荜生辉的艺术感，
更是对生活品位的一种追求、一
种向往，也能给家人带来心灵的
慰藉。

□本报记者 耿晓筠

砚台虽为小器，却透着
一股大雅兴。砚亦称为研，
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与
笔、墨、纸合称中国传统的

“文房四宝”。
砚台是伴随着笔和墨的

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最早出
现的砚台是石砚，汉代由于
发明了人工制墨，于是砚台
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铜砚、
陶砚、银砚、徐公砚、木胎漆
砂砚等。唐代是砚台的重要
发展时期，出现了端石和歙
石两大砚材，明清时期制砚
的材质更加丰富，出现了瓦
砚、铁砚、锡砚、玉砚、象牙
砚、竹砚等。经过漫长的发
展，砚台早已不再是单纯的
文具，而成为集雕刻、绘画于
一身的精美文房陈设品，成
为文人墨客追逐收藏的对
象。

砚台收藏尚属“冷门”。
与传统书画和古董瓷器相
比，砚台在当今收藏市场中
仍是小众范畴。面对材质多
达数十种、产地不同、材质不
一、造型各异的砚台，在收藏
过程中又该如何来判定它的
价值？据专家介绍，一般人
会把广东肇庆的端砚、江西
婺源的歙砚、山西绛州的澄
泥砚、甘肃临潭的洮河砚这

“四大名砚”作为收藏的重点
对象，而“古砚讲真、新砚讲
精”是收藏砚台的“经验之
谈”。古砚的价值较高，在于
它体现了使用者的文人身
份、流传历史久、传世量少，
但也并不是年代越久远就越
值钱；而现代名砚的观赏性
兼具人工雕刻之精美、原料
质地极佳等因素，同样在市
场上价值不菲。

专家支招，收藏砚台要
牢记“一看、二摸、三敲、四
掂、五刻”，尽量避免看“走
眼”。首先，要看砚台的材
质、工艺、品相、铭刻、纹饰以
及新旧程度，这是鉴定砚台
收藏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
一般来讲，方形、圆形的砚台
身价较高，有铭文的砚台、尤
其是有名人铭刻的砚台，要
比没有铭文的砚台更具有收
藏价值，行内称为“砚贵有
名，身价倍增”；其次要多摸，
优质的砚台摸上去，手感像
婴儿皮肤一样光滑细嫩，质
感较强，给人一种非常惬意、
舒服的感觉，这种砚台石质
为上品；第三要学会敲，将砚
台托在空中，用手指弹击砚
台听其声音，因为不同的声
音反映了端砚石质的嫩与
老；第四，用手掂一掂砚台，
也能鉴别出砚台的优劣。以
歙砚为例，大小相同的砚台，
沉一点的就比轻一点的好，
因为相对重一些的砚台说明
砚台物胶结紧，颗粒较细；第
五，在砚台上用力地划几道，
这是鉴别砚石优劣的最简易
方法。好的砚石，是见不到
划痕的。

珠海泰峰文
博古玩城供图

《孔雀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