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嗣德，1968 年生于山东日照。毕业于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获中央美术学院
文学硕士学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术教
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画院研究员。现为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艺
术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泰国格乐
大学特聘教授、艺术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出版
有《水墨乡土——秦嗣德水墨作品集》《云淡风
轻——秦嗣德古典写意人物作品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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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的书画作品最早被关注
是在 1938年中国画学会在北京中山公
园来今雨轩举办的书画展览上。当时，
启先生仅 26岁，其作品《米家云山》获
得三等奖，在参展后被收藏。这幅作品
于2005年在北京传是国际拍卖以7920
元成交，又于 2013 年在中国嘉德以
448.5万元的高价成交。1943年，31岁
的启功先生举办了个人展览——“启元
白书画展”，代表作《墨井道人诗意图》
在 2022年文津阁拍卖中以 138万元的
高价成交。

一、作品被广泛收藏

20 世纪末，国内艺术市场逐步发
展壮大，书画收藏风气也较为活跃。启
功先生作为书画全才，书法、绘画兼修，
颇具造诣，每一件艺术作品都体现着先
生高古的品格。因此，向他求字索画的
人络绎不绝，先生曾因身体欠佳在自家
门上留下便条：“光阴可贵。不能白
费。您只看看，我太受罪。启功生病，
无力应酬。君子自重，君子自重。”因该
便条是用毛笔书写，当日便被人揭去。
先生无奈，只好又换圆珠笔书写一便
条，并用胶水整体粘在门框上。

启功先生 1986年 4月 25日在日记
中写到：“上午为教委画礼品四幅，写字
五幅。下午邹县人来，取峰山刻石题字，
陆续有人来为书题词……”1986年4月
26日记录：“上午吴小如来，为其尊人题
展览标识。陈荣玲来，写书签。不识之
教师求写校牌。下午邓散木夫人来，求
写纪念馆标识，那启贤求写字。晚陶来
代人求字。”1986年 5月 12日记录：“上
午写字五条。为郭良玉、聂石樵送所写
字。下午刘永泰、谢思玮来，为彼写字四
条。晚饭时，小李来，求写字三幅。”可
见，当时启功先生的书画作品市场是极
好的，几乎每日都有人登门拜访、求字索
画，已经达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

除了个人收藏之外，各类商铺、饭
庄以及艺术馆、博物馆等都争相向先生
求写牌匾或标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启功全集》第十九卷中所

收录的启功先生所题写的匾额就有近
两百个。如同仁堂、和平饭店、和平供
电局、三星堆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民
族文化宫、文天祥纪念馆、中国文化艺
术馆、吉林市图书馆等。

二、作品流通方式多样

1.翰墨寄怀
启功先生在世时，为人慷慨。其书

画作品大多以馈赠的方式流传向市
场。例如启功先生1974年作草书《琵琶
行》手卷中有款识：“一九七四年秋，伯祥
老先生以董书长卷命临，即求诲正，启
功。”所题“伯祥老人”是著名文史研究家
王伯祥先生。可见此作是启先生应王
伯祥之请而摹写的董其昌草书长卷。《楷
书四言联》写“诲人勤恳，律己精严”并有
题识：“朴初先生嘱书。启功。”朴初即赵
朴初，比启功先生年长。启先生所写内
容表明了与朴老的密切交往，也表达了
对朴老人格的恭敬之情。这是先生书
作成为名士间以翰墨寄怀的最好例证。

2.鬻画为生
启功先生也曾因生活所迫，售卖书

画作品补贴家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物价不稳定，一大批不法资本家哄抬物
价，全国物价暴涨。启先生虽在大学授
课，但薪资却不足维持日常开销，尝言：

“工薪不足赡生计，乃以画易米”。先生
常作些山水小画出售，曾言：“有人想要
付钱买条幅，如像荣宝斋一样标价不
好，如标价低则都来学校索要，将难以
应付，所以决定在学校不接待为妥，作
品只给荣宝斋。”1981年，荣宝斋请启
功写两幅字送外宾，启功得稿酬 120
元。改革开放以来，启功先生的艺术市
场逐步兴起。从这些收据清单可以看
出，这一时期启功先生的润格大致在
30元/平尺，稿酬百元至上千元。

3.举办展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启功先生除了

举办国内个人展览，还时常参与国际盛
会，其中参与日本艺术展览为数最多。
1983年在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邀
请下，启功先生前往日本东京，举办个人

书画展览，这也是第一次跨出国门的展
览，展品共计160件，可见其体量之大。
1990年应邀赴新加坡出席“第一届国际
书法交流展”，并有多幅作品参展；1994
年为庆祝中韩建交两周年，应韩国东方
画廊的邀请参与了书画展览；1999年赴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加“中国艺术
精华研讨会”等。启功先生在各国举办
展览，突破了国内市场的局限性，海外多
家艺术机构和艺术爱好者都对其书画
作品积极购藏。至此，启先生打开了国
外市场，提升了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三、作品拍卖数据分析

自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
拍卖行业逐步兴起。中国嘉德、北京保
利、北京荣宝以及香港苏富比等多家拍
卖公司都有启功书画作品上拍。1994
年所作《朱竹映霞》在2005年北京荣宝
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中拍得了 132
万元的高价，1995年作书法《行书诗四
屏》也拍得了132万元高价。书法和绘
画作品都同时突破百万元大关，在当时
的市场中，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据统计，1995年至2023年春季，启
功作品上拍总量为15，647件，成交量为
11，048件，成交率为70.61%，总成交额
25.02亿元。目前拍出启功先生作品成

交价在千万元以上的，是 1972年所作
《江水万里图》，在2012年的澳门中信拍
卖行拍得了6900.4万元的天价，创下启
功书画作品的最高成交纪录。此外，通
过汇总启功先生书画作品成交价格各
区间的数量，可见其市场地位。从统计
数据来看，其书画作品成交价格在 50
万元以下的占据主要部分，和“大师级”
作品常出现千万级、亿元级相比还具有
一定的差距。根据 70.61%的成交率，
以 及 雅 昌 网 公 布 的“ 艺 ＋ 综 合 指
数”——2020年启功先生排名第4，2021
年排名第15，可见其作品市场接受度和
认可度高，市场活跃度高、流通快。

判断精品之作主要看以下几个要
素。第一，确保作品为真迹。因启功先
生的书画作品在市场中受欢迎度较高，
近年来伪作频出，因此判断作品真伪是
重中之重。第二，作品的著录、出版明
确，且流传有序，一般会拍出高价。第
三，作品有知名上款人，也会以高价成
交。如启先生 1974 年所作书法作品

《草书琵琶行》手卷，因其艺术价值之
高、尺幅之大，并有上款人“伯祥老先
生”，拍得了 805万元的高价；《楷书四
言联》有上款人“朴初先生”，也以448.5
万元高价成交。第四，作品内容表达吉
祥寓意往往更受藏家青睐，拍出高价。
例如在启先生绘画中，“朱竹”题材更受
收藏者追捧，因朱竹具有吉祥、祝福的
美好寓意，更符合大众雅俗共赏的审
美。这一题材的精品均价可达80万元
至 100万元/平尺。例如 2018年北京荣
宝所拍启先生 1991年作《兰竹图》，最
终以483万元的高价成交。

从 20世纪 90年代至今，启功先生
的书画作品价格涨了近千倍。收藏家
慕名而来，皆因仰慕先生超然的艺术追
求和丰厚的人格学养。直至今日，启功
先生的书画作品已经成为市场上的“硬
通货”，不仅得到国内艺术界的广泛认
可，影响力还遍及汉文化圈中的日本、韩
国、新加坡等国家。从拍卖记录来看，启
功先生的书画作品在艺术市场中不断
活跃，市场接受度高。相信随着学术界
以及各类机构组织对于启先生艺术价
值的不断挖掘和广泛推介，其市场行情
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文/莫佳琳）

启功书画作品市场价值探究

天历三年（1330）正月，柯九
思拜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迎
来了人生巅峰时刻。皇家内府所
藏法书名画，柯九思可任意观摩
鉴定，而且皇上赐牙章，得以自由
出入宫中。在不到一年半时间
里，柯九思以布衣之身，连擢数
级，朝野瞩目。在元文宗的宠信
下，柯九思鉴定书画的才华得到
充分施展，元内府的书画收藏进
入了辉光熠熠时期。

柯九思自天历元年（1328）十
月到至顺三年（1332）八月，在朝
为官不到四年，为内府鉴定品评
了若干书画巨迹，如天历三年正
月鉴定董元《夏景山又待渡图》为

“真迹神品”。柯九思以帝国首席
鉴定师的身份，为内府收藏了一
批珍品，如阎立本《步辇图》、虞世
南摹《兰亭序》、苏轼《寒食诗卷》
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柯九
思曾把家藏《定武兰亭五字损本》
进呈给文宗，文宗过目后亲钤“天
历之宝”玺印，赐还给柯氏。这段
时间，柯九思出入禁中，侍从皇
上，吟诗赏画，风光无限。现藏普
林斯顿大学艺术馆的《上京宫词
卷》，上有柯九思所书宫词五首，
其中一为皇上生辰贺诗，一为颂
皇上端午节赏赐鲁国大长公主，
兹录如下：

至尊明日庆生辰，准备龙衣
熨贴新；奉御进呈先取旨，宝珠错
落间麒麟。玉碗调冰湧雪花，金
丝缠扇绣红纱；彩牋御制题端午，
勅送皇姑公主家。

柯九思非凡的鉴藏能力和卓
越的艺术成就，得益于良好的家
世背景和周围浓厚的人文环境。
父亲柯谦是集贤大学士，曾官任
江浙儒学提举，著名的范仲淹书

《伯夷颂》卷后就有柯谦的题跋，
文采焕然。柯九思八岁时随父居
住钱塘，从小开始出入文人藏家
之门，既培养起浓厚的收藏兴趣，
又为以后精湛的书画技艺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至大三年（1310），
二十一岁的柯九思初上京师，陪
赵孟頫胜集并结交其子赵雍。延
祐六年（1319），柯九思与朱德润
结伴同游京师。在不断的游历
中，柯九思的眼力大进，庋藏书画
可与米家画舫相比。晋代《曹娥
碑》、宋代苏轼的《天际乌云帖》和
宋代扬无咎《四梅图》等赫赫名
迹，都曾归藏柯家。其中一部分
藏品，直接来自于元文宗的赏赐，
如王献之《鸭头丸帖》。部分藏品
源于交换，如以《定武兰亭五字损
本》与康里巎巎交换董元的画
作。令人惊讶的是，柯九思十分
大方，其家藏魏晋唐宋名贤法书
殆百十函，爱而不私，随以与人而
不留。

柯九思擅画竹，并喜以赠友，
一辈子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柯
九思因写竹得到怀王图帖睦尔的
青睐，才会有后来天历期间的辉
煌。至顺二年（1331）受御史台弹
劾，作《晚香高节图》赠大臣阿鲁辉
以明心志。至元四年（1338），访倪
瓒留宿清閟阁，作《墨竹图》相赠。
柯九思以书法入竹，效文同、李衎
之法，得时人盛赞。元代画家王冕
曾写诗赞之，诗云：“湖州老文久已
矣，近来墨竹夸二李。奎章学士丹
丘生，力能与文相抗衡。”

至顺三年（1332）八月元文宗
归天，柯九思失去庇护，只得黯然
南归。此后十多年，在吴中一带
诗文会友，多次参加昆山顾瑛主
办的玉山雅集，与张翥、杨维祯、
黄公望等文人雅士吟唱酬和。顾
瑛编辑《草堂雅集》，以柯九思的
诗作压卷。然而，终因悒郁寡欢，
柯九思一病而逝，年仅五十四，令
人叹息。后人提及元代奎章阁，
就想到标志性人物柯九思，就想
起那一段艺坛佳话，特以诗志之：

柯遇真龙知交命，天历年间
奎章兴。遭忌南归客江海，诗画
传世相辉映。 （文/赵伟松）

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

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发展呈现两种
形态：一是表现笔墨传统的写意性，表
达民族文化内涵；二是通过写生体现的
具象水墨人物画。一个指向传统写意
文化的意象趣味，一个提供现代水墨人

物画的水墨语境。
传统水墨丹青体现着一种由技而

道的品格和情操方面的人文思想，是一
种个体对崇高精神世界的视觉呈现。
传统写意画中，蕴含着文雅的古典精

神，虽然这种逸趣品格不是当代学院艺
术教育的主流，但它仍然是传统技能与
传统审美的来源。

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写生创作，离不
开对传统的认知和对现代文化意识形
态的思考。现代水墨人物画写生创作
存在于西方造型观念的体验中，如果丢
失或缺乏对笔墨传统审美因素的思考，
就失去了中国画民族性的绘画特征。
现代水墨人物画对于当下现实的思考
与关注，激发了水墨语言表现在当代人
文意识中的体验——从艺术形态上去
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现实人群的精神状
态，回望传统的再认识与现代文化现场
的思考，世界多元文化的汇集与交流，
写意性与现代性的多元物理重构，正是
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融入世界艺术的
最大契机。

写生的初始目的是解决基础的艺
术素养。在不断完善与升华的追求
中，再写生的意义便延伸到个体的技
能与艺术语言的运用表达，自我的个
体理想与外在社会的精神愿景，与诗
意的呈现。对眼前客观现实的观察表
现，就是最真实的自我内心的倾诉。
从直接对现实生活的写生，自然而然
地生成了一种主观表现形式与视觉规
律。而这种生长关系的生成，是从客
观物象中本身就存在的元素中汲取
的，并非空穴来风。

在写生与创作中，从现实物象中
提取出这些原始朴素的感觉，是需要
具有较好艺术修养与独特审视直觉和
眼光的。所谓风格，是一种艺术家养
成的表现方式与表达习惯。风格与绘
画形式语言的形成，是从绘画的立意
取向和观察客观物象中生长出来的，

而非制造出来的，如果装腔作势地制
造了一种所谓的风格，就是在艺术表
现形式上扣了一个僵硬的外壳，与绘
画的本身没有关系。

现代水墨人物画写生中的原创性，
从不同地域环境、服饰、人物形象特征
的表现中，形成了笔墨形式语言原创与
重构。写生的纪实与现场感，就暗合了
艺术视觉未来的呈现。 （文/秦嗣德）

写生为现代水墨人物画提供创作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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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启功先生在我国近现代艺术史上素有“国学大师”的美誉，近年来其书画作品在艺术市场上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硬通

货”。4月15日艺术投资版整版刊登了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书画题跋等内容，受到读者好评。本期特刊发此文，通过分析启功
作品的市场发展状况、拍卖数据等探讨其在艺术市场中的具体表现及收藏状况。

秦嗣德 老河堤 纸本设色 2021年

秦嗣德 岜沙的忧伤 纸本设色 2016年

秦嗣德 婚礼 纸本设色 2022年

［元］柯九思 上京宫词（局部）纸本 30.5cm×53cm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启功 江水万里图 长卷 960cm×30cm 69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