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珍（814--891）俗姓

和气氏，出生于日本讃岐国

（香川县）那珂郡金仓乡。

圆珍系日本弘法大师、著名

的“平安三笔”之一空海的

外甥，15 岁入比睿山，师事

日本天台宗二祖义真，受天

台之学。20 岁得道受戒，

其后住山12年，任内供奉十禅师之一。圆珍公

元 853 年同最澄等人一同入唐求法，回国后成

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为寺门派开祖。

市场价格不等于艺术价值
——郭庆祥对今年拍卖市场的总结和来年艺术品市场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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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资讯

临近年末，此起彼伏的秋拍市场也接近

尾声，秋拍是否和春拍一样热闹，繁荣一片

呢？看看拍卖行的几大巨头的收益情况就会

一目了然。

据不完全统计：2011 嘉德秋拍的总成交

额为 38.58 亿元，比春拍的 52.23 亿元下降了

14 亿元；瀚海秋拍总成交额为 21 亿元，同春

拍的 24.5 亿元相比降幅不大；北京荣宝秋拍

成交额 4.5 亿元，比春拍的 5 亿元也稍有减少；

北京华辰秋拍成交额 2.3 亿元，较之春拍的

3.8 亿元也是明显缩水。艺术品市场的寒风

似乎自国庆期间举行的香港苏富比秋拍就初

见端倪：32 亿港元的总成交金额不敌今年春

拍的 35 亿港元。“秋季蜕变——当代中国艺术

的革新与演化”尤伦斯专场，号称是今年春拍

“破晓——当代中国艺术的追本溯源”尤伦斯

专场的延续，90 件拍品的数量仅比春拍减少

15%，但总成交金额却缩水七成，只有 1.32 亿

港元。香港佳士得 2011 秋季拍卖会总成交

28.5 亿港元，而春拍成交额却为 40 亿港元，下

降了 11.5 亿港元。不少拍卖行成交额与成交

率双双回落；浙江甚至已有拍卖公司取消了

今年的秋拍项目。但是唯独北京匡时 2011 秋

季拍卖是个例外，从 12 月 2 日开始的秋拍经

过连续 4 天的鏖战最终以 18 亿元圆满收官，

同比春拍 10.85 亿元上涨了 7 亿元多。

如今，楼市、股市都成为被阴霾笼罩的节

点，人们揣测，艺术品市场是否也将遭遇拐

点。宝岛台湾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王定乾指

出，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在面临转型：结束直线

成长阶段，而进入横向盘整期，他的这一论断

也得到不少业内人士的认同。对于今年所出

现的现象，12 月 3 日下午在大连万达的索菲

特大酒店记者采访了这位敢说敢做，推动艺

术市场发展的“毒舌”——收藏家郭庆祥。

记者：对于今年秋拍有些“冷”的现象您

是怎么理解的？

郭庆祥：我不赞成艺术市场下滑的说法，

只能说大家理性了。像李可染的作品今年卖

到一千多万一平尺，吴冠中卖到一个多亿，这

是实际的。像赵无极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艺术家，在今年秋拍中是深受藏家推崇的，这

说明了大家认识到：应该收藏有创新、有艺术

价值的艺术品。今后的艺术品市场会出现两

种趋势，一是有发现与创造的艺术家，这样的

作品才有收藏价值。有的画家不要老打着传

统旗号去标榜自己，去蒙别人。大家要清楚

我们的传统在当时的年代一定是创新的。你

的作品只有创新才有艺术价值、才能被后人

传承。临摹传统、克隆自己、千篇一律的作品

是没有艺术价值，更没有收藏价值。

今年拍卖行还出现另一现象纷纷提高保证

金，是为了能杜绝很大一部分买家不提货现象，尤

其是高价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某些投

机者为了操作一些没有艺术价值的画家作品，进

行恶搞。今天，所谓当代国画画家大多数还是在

临摹前人、克隆自己、千篇一律，这些画家的作

品没有艺术可言，也代表不了当代国画的主

流。拍卖行不能片面追求提高拍卖成交额而胡

乱抬高价格，制造假象坑害消费者，同时也失去

了拍卖行自我诚信。如果拍卖行继续虚假抬高

拍卖价格蒙骗藏家，拍卖市场会越拍越“冷”。

记者：很多公司、房地产企业如万达集团

想要介入艺术品市场，但是又很犹豫，如何看

待他们的这种心态？

郭庆祥：对于拍卖市场，万达集团几乎不

涉足，万达这些年主要是挖掘、推广中国当下

最好的艺术家，比如吴冠中、张功慤等，都是有

艺术创新，时代精神的艺术家，不是为了藏而

藏。国内大的企业像万达集团、联想集团、泛

海集团等，在中国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没有盲目

进入艺术品市场，我比较赞成他们这种稳重态

度。他们为什么不敢介入艺术品市场？他们

认为水太混、水太深、真假不清，各种基金进入

市场抬高价格恶意操作，为他们背后不为人知

的东西所用，不是一个健康的艺术品市场。

记者：您怎样看今年秋拍出现的现象？

郭庆祥：今年的市场最大的现象就是理性

化。没有正规出版过的拍品很难成交，买家也

不轻易相信鉴定机构和所谓“鉴定家”了。因为

在利益驱动下，造假水平都高于这些“鉴定家”

们。尤其，有些鉴定机构和鉴定家们给钱就把

假的说成真的，再多加点钱还会把年代提前，已

经没有道德可言了，现在的藏家和投资者已经

看清了这一点。还有，没有创新的画家作品也

很难成交，因为这类作品是闭门造车，没有创新

精神。我们称之为礼品画、商品画，因为它是千

篇一律，技法、形式、内容都雷同自己，克隆自

己，这些作品今后的价格还会继续下滑，因为这

不是艺术创作。像吴冠中、赵无极等价格一直

上涨，因为他们都是发现和创造者，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作品有时代感和时代精神。而在技法、

形式、内容都是抄袭西方的所谓当代艺术品，尤

其是丑化我们民族的、血性的、呆傻的绘画作品

没有艺术价值可言，是打着有思想的旗号欺骗

大众，投资者也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今年秋拍除

了底价托回，大部分作品都流拍。这些画家的

作品很快会被艺术品市场所抛弃。

记者：您对于近期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文

交所有什么看法？

郭庆祥：对于新的事物应该有科学的论

证才能出台，盲目出台都是不负责任。

记者：好多基金放言要在秋拍买好多拍

品，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收藏界的权威，您

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郭庆祥：国内的一些所谓艺术基金，实际

上就是一些短期的投机产品。现在成立基金

的目的就是获利，它不是正常的艺术品收藏。

如果说收藏也是投资行为，那一定是一种长期

的投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眼下哪个投资者

等得起？所以，在短期内进出套利是基金的任

务，艺术品就变成了一个概念、一个金融产品

符号。人们不再关心和研究艺术价值的含金

量，只关心卖出时和买进时的差价，这样是很

危险的。大家设想下，许多没有艺术价值的东

西在市场上倒来倒去，最后结局会是怎样？为

了获利，某些人就会不择手段吹大泡沫或黑幕

进行交易，不仅危害了艺术品市场，一旦泡沫

破裂，实际受损的也将是这些投机者。

记者：有些老板把眼光投向艺术院校老

师和学生的作品，看好他们的市场，您是怎样

看这些现象？

郭庆祥：我认为这是不懂艺术的一种表

现，叫打包上市，美术院校不是必定能把每一

个学生培养成为艺术家的，现在的学校也仅仅

做到了“授技”，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美术工作

者没有人生感悟、社会阅历、思想境界等等综

合因素是不能成为艺术家的，也创作不出真正

的艺术作品。现在一些老板，给点小钱就指挥

一些学生画啥画啥的，这种在金钱助长下的美

术教育，就会毁坏了学生正在萌芽中的正常发

展。他们是用金钱来搞美术教育，而不是用道

德、素质、知识来培养美术工作者。艺术家是

自然的、天才的，而不是刻意的，不是金钱能够

培养出来的。中国的艺术家走明星效应太过

明显，学院派的学生也受这种环境影响。

最后，本人认为打着继承传统的旗号，没

有发展创新和时代精神的都是伪传统，希望

当今的艺术家一定要有创新精神，今天的创

新就是未来的传统。

针对艺术创作被金钱绑架现象，郭庆祥

认为在艺术市场和美术界存在着审美缺失、

情感缺失和道德缺失的严重问题。如评论家

被金钱绑架，不是艺术成就说了算，而是谁给

钱就帮谁说话。又如画家接订单生产，流水

作业等，已经失去一个艺术家的原本意义，更

丧失了一个从业者的道德底线，呼吁知识分

子要有社会道德价值观，艺术家的本质工作

就是艺术创作，而不是钻营社会地位去抬高

作品的艺术市场价格，艺术家的价值是体现

在其作品的本身价值上，而不是去制造明星

效应而谋取市场利益。 （任钦功）

圆珍于佛学、书法等日本文化上有着全

面的历史贡献，而在书法上的成就却有着其

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相对于最澄和空海在

书法史上的贡献则有着不凡的意义。圆珍

书法独具风格的形成，是在继承最澄书风精

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勇于变法而成，最终

成为平安时代初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变法

大家。

2004 年在日本新出版的《周刊朝日百科》

中把圆仁和圆珍列入同篇进行对比研究，其原

因之一是两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其二是都曾共

同入唐求学；其三是在佛教上同是天台宗的嫡

传弟子；其四是在书法上又都是在继承最澄和

空海的“唐风”书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一个人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极为复杂的

因素：所生活的文化背景、知识构成、师承关

系、精神性格等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但这些看

似复杂的东西却又呈现的是表面的机械，而

最终决定的是站在什么样的高度上对这些元

素进行有效地驾驭。正如圆仁和圆珍，虽然

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和对佛法的追求，但最

后所呈现给世人的书法风格却截然不同；虽

然他们在书法的传承上同出一宗，都是平安

时代初期不可或缺的代表书家，但在艺术语

言的表现上却有着不同的意趣。

如果从师承的角度来考察，圆仁的书法

艺术语言是对唐风书法的“法”的有机结合；

而圆珍的艺术语言则是对唐风书法在“神”的

高度上的融汇而成。圆仁是延续最澄、空海

以来的唐风书法的追求，把拿来的纯粹的“唐

风”同 最 澄 和 空 海 变 革 后 的“ 唐 风”加 以 汇

通。但他依然是建立在晋唐书风的主流上，

只是在更广泛的“唐风”书法进行整合，正如

他的传世作品《三聚净戒示》、《菩萨戒牍》很

明显是取之于王羲之的书法精神，他的作品

反映出来的也就是技法上的整合。而圆珍则

不同，虽然也是追随唐风书法一路走来，也是

对最澄、空海的书风加以汲取，但他的高度却

是超技法的，是建立在对艺术精神的高度上

进行指导创作。他抛弃了一些固有的技法程

式，通过“字外功夫”加以提炼，突破了技法上

纯粹的“二王”，形成了更具艺术趣味的书法

风格，似“二王”又非“二王”，“非最澄、空海

的，却又如影不弃”。如果把空海称为“日本

的王羲之”的话，那麽，圆珍则应被尊为“日本

的颜真卿”。这样可以充分体现出他们的艺

术精神走向。

圆珍的传世作品很多，其中较有代表性

的就有《书状寄遍昭》、《大宰府公验牒》、《请

台州公验牒》、《福州温州台州求法目录》、《国

清寺求法目录》等。如果以圆珍传世作品创

作的时间为基准，对其书法艺术进行梳理，根

据其书法风格的变化可以把圆珍书法发展的

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入唐前对唐风书

法的继承期；二是对唐风书法的突破自我风

格的形成期。

在《日本书道全集》卷二中，外山军治对

圆珍的书法评价为：书法风格同最澄一样，是

对《集王圣教序》的继承。严格地说这一评价

有失公允，只能说是对圆珍入唐前的书法风

格的定位，而不能作为其整个艺术生命的总

结。入唐以前圆珍的书法正如他的佛教修养

一样，是直接地承传于最澄，而没能走出最澄

的影子，其书写于公元 853 年，现藏于东京国

立博物馆的《大宰府公验状》正是代表了圆珍

这一时期的书法风韵。同最澄的《羯磨金刚

目录》相比较，无论是醇厚的用笔还是自然散

漫的章法，两者的艺术表现都无二致，结体上

都以王羲之书法为根基又融入了颜真卿的宽

博和厚重而形成。其实，圆珍在这一时期的

书法风格同平安初期的其他书法家的风格表

现是一样的，在这个开放的、提倡百花齐放的

文化大发展的初期，他们在对书法“民族性”

的追求上，虽然在努力地展示着各自不同的

艺术魅力，但都未能从文化的层面上进行融

汇，尚处于刻意的、理性的层面上，但这也正

切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当文化的积累达到一

定的程度，历史便会推出一位集大成者来引

领时代的潮流，在平安初期汹涌发展的书法

大潮中历史选择了圆珍。

公元 853 年圆珍入唐求学，先后在唐五

年，在留唐期间他对书法的理解发生了根本

变化，这也得力于其在佛教等文化上的广泛

涉猎。书写于公元 890 年的书状《寄遍昭》是

圆珍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用笔疾

涩相兼；用墨枯湿有致、笔性清晰明了；结体

倚斜变化意趣丰富，形成了漫漫无尽之空灵

意境。从《寄遍昭》中看无论是用笔、结字还

是用墨及章法，都似曾相识但又难以言明其

出处，无疑圆珍已经摆脱了技法上的机械组

合，已经完成了从精神深度上的升华。他的

变法是成功的，是具有史料价值的。

圆珍出于日本文化发展的滥觞时期，对

日本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对于佛学

的研究成果卓著，著作有《法华论记》、《法华

玄义略要》、《大日经指归》、《讲演法华仪》等，

所著《授决集》2 集，后成日本天台宗寺门派教

学的根本圣典。 对于书法，其凭借着自己深

厚的文化学养，从历史的高度捕捉到了其独

特的艺术灵感，突破了自己原有的艺术思维，

在日本书法史上奠定了其“变法大家”的历史

地位。圆珍是平安前期书法艺术的集大成

者，对平安中期再一次书法高潮的形成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审美取向对日本后

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报讯 集萃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师

李可染先生写生作品的展览千难一易

——李可染的世界系列作品展（写生

篇）于 12 月 5 日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

活动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国家画院、北京

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以及李可染艺术

基金会共同主办，这是计划连续五年推

出的李可染的世界系列作品展的第二

个专题。此次展览主要展示了李可染

先生的速写、写生以及画稿共计 80 余

幅，展品种类囊括了彩墨画稿、水彩写

生、铅笔速写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再配

合写生画集出版以及邹佩珠、李小可先

生的解读，此次展览首次从写生的角度

对李可染艺术进行的全面疏理与多元

展示，是一个集历史认识、艺术鉴赏与

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展览。 （焉笑华）

本报讯 异幻的图像——张卫水

墨艺术展 12 月 8 日在中国国家画院美

术馆开幕。画展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办，南通文广

新局、南通市文联承办。

张卫现为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

南通书法国画研究院院长助理、二级美术

师，先后被评为当代中国画坛60杰、中国

画坛70后20杰、当代30位最具学术价值

与市场潜力的（人物）画家、江苏省优秀青

年国画家、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等。

本次画展学术主持为我国著名美术

评论家、《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他认

为，作为新生代画家，张卫的水墨画在题

材、构图、用色等方面，整个颠覆了中国

水墨画的传统，它抛弃了我们固有的视

觉习惯和习见的程式化语言，代之以新

的视觉感受和符号刺激，在中国画坛不

落窠臼、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王 洁）

日本书法家批评系列之八——圆珍

■ 任钦功

北京画院隆重推出
李可染写生精品大展

“异幻的图像”
张卫水墨艺术展开幕

天籁之一 2010年 198×98cm 纸本水墨

漓江洲尾峰

20112011年匡时秋拍现场照片年匡时秋拍现场照片

文化名城系列展之三

——走进中外名酒城

由《中国贸易报》主办，《中国

贸易报·艺术投资》周刊承办，东

单明珠、中外名酒城、东方文化公

司协办的系列展之三——当代名

家书画邀请展将于 12 月 23 日在

东单中外名酒城隆重举办。

圆珍菩萨戒牒 东京国立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