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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投资的最大误区，是将艺术品投
资仅视为增加资金收入的投资，只关注投资
收益中的货币化收益。

艺术品投资的货币化收益，是指可以折
算为货币数量的收益，来自艺术品投资售出
价格与购入价格的差额。很多人认为，艺术
品投资可以带来非常可观的货币化收益，也
确实有艺术品在几年内价格上涨几倍甚至几
十倍的案例。但实际上，与房地产、黄金、股
票、债券等资产相比，艺术品资产的异质性
强、交易及保管成本高。仔细核算会发现，只
有投资很少数的名家精品才能获得较高的货
币化收益，大多数艺术品资产的货币化收益
很低，甚至为负数。并且，由于艺术品交易信
息透明度低、市场流动性差、行情波动大，艺
术品投资面临较大难度和风险，让很多将货
币化收益当作唯一收益的投资者望而却步。

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是，艺术品投资收益除
了货币化收益，还包括巨大的非货币化收益。

由于艺术品承载着大量的精神文化信
息，使艺术品资产不仅是有形资产，也是无形

资产，使艺术品财富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精
神财富。艺术品投资的非货币化收益，便是
难以用货币量化的、无形的精神上的收益。
非货币化收益主要是在投资者心理层面产生
的积极影响，包括改善投资者的认知、情绪、
情感、意志、兴趣、行为等。黄隽教授将艺术
品投资的精神收益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获
得审美享受，二是获得社会声誉，三是获得思
想启迪。相比货币化收益，艺术品投资的非
货币化收益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持久，
可能让投资者受益终生。

在艺术品投资的非货币化收益中，影响
最深远的当属艺术康养收益。

艺术康养是文化康养的一部分。所谓康
养，一般被看作健康与养生的叠加，是以健康
为目的的对生命的养护。康养包括生理康养、
心理康养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对身体生理机
能的调养和维护，后者主要是对精神状态的调
养和维护。艺术康养同样是以健康为目的对
生命加以养护，但与其他康养有两点不同的特
质：其一，是以艺术作为康养的媒介和手段；其

二，是直接作用于心理健康，间接作用于生理
健康。人们从事投资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为了给生命提质增量。
艺术品投资的康养收益体现为，拓展生命质量
的两个重要维度——广度和长度。

艺术品投资所拓展的生命广度和长度，
是生命体验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艺术品作为最典型的空间艺术，为人类个
体超越生命的有限性提供了可能。艺术品善于
虚拟现实或想象中的任何空间、任何事物，善于
虚拟别人经历的故事和内心世界，能够做到其
大无外、其小无内，包罗万象。艺术品善于虚拟
现实或想象中的任何时间点，能够在历史、现实
和未来之间自由往来。艺术品可以让人“坐

忘”，沉浸在精神世界中感受“天地与我并生，万
物与我合一”，体验超越时空的自由。正如胡冰
霜教授在评介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说：“人们的
心灵常常处在黑暗之中孤苦无依，需要艺术、语
言、意义、仪式、梦境等一切创造物来照亮，不同
时代的人们由此获得不同的存在理由。”

艺术品消除人们的内心焦虑和抑郁感
后，还能够使其因心怡而身安延年，赢得更多
的生命空间与时间，成为艺术品投资的最大
非货币化收益。
（作者为李可染画院中国艺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艺术品投资会给我们带来精神财富
■ 刘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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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之 琛（1781—
1852），浙江钱塘（今浙
江杭州）人，字次闲，号
退庵等，别署宝月山人
等。为“西泠八家”之
一。篆刻师从陈豫锺，
并汲取丁敬、黄易、奚
冈、陈鸿寿等各家长
处，可谓集浙派之大
成。辑有《补罗迦室印
谱》行世。

这 件 作 品 为 赵
之琛所临西周晚期
仲驹簋铭。和后世
诸如吴昌硕等人的
临作相比，这件作品
用纸偏熟（即渖化效
果弱），而用笔略生，
没有像吴昌硕等人
的用笔之“熟”。其

“生”主要表现在笔
画形态的不完整、将
圆转的笔形处理为
方折、结构的变化夸
张等。但，“生”其实
是一种趣味，赵之琛
似乎刻意将刀、笔相
参，将书、印相融，夸
张的字形显现出生
拙的气质，随性的用
笔体现出生涩的趣味，章法大小参差、错落有致，
整体又表现出生动的情态。这种鲜明的文人趣
味追求和后世临习金文更追求用笔、字形准确有
着本质的不同，从以赵之琛为代表的、当时的篆
隶书家群体身上，我们更能感受到一种清新与雅
趣，以及洋溢着个性的生拙与追求无定式的奇崛
之美。 （文/怡斋）

趣味在生、拙之间
——读赵之琛临《仲驹簋铭》条幅

瓷画通常被归类为工艺美术的范畴，在历
史上留下了许多艺术珍品。任何一种艺术都
有它自身的规律，我认为工、艺是应该分开来
理解的。就画瓷而言：工，在这里可以指器物
的形状、质地、材料等；艺，是在工的基础上再
加以装饰使其更加完美。因而，工和艺同等重
要，工实际上也包涵了艺的成分，比如同样一
件器型，有人做的口、肩、腰、足比例准确，符合
审美标准，而若违背艺术规律，做出的不标准，
就缺乏美感。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
说，艺要尊重工（单指瓷画），在工的基础上使
器物更加完美。标准的坯胎器型不用装饰也
很有美感，过多的装饰反而破坏了这种美感，
好的器型就像一个身材窈窕的“裸女”，你要给
她配置适合的服饰，她才能更加光彩照人。这
就要考验我们对艺的想象与智慧，倘若艺不能
及，就会破坏器物本身的美丽形象，这就是我
讲的尊重。

十几年前，我初到景德镇，看到各个窑口
的各种器型，很是兴奋，于是“撸起袖子”甩开
笔头，连写带画，不亦乐乎。待到开窑的那一
刻，心里凉了！除有个别还“可以”之外，大都
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冷静思考过后，究其原
因还是在于没有做到尊重“工艺”规律。画家
往往习惯在宣纸上运笔施墨，驾轻就熟，但对
在瓷上用料施釉却知之甚少，虽然用料与用墨
有相通的道理，但还是各有其招，不能一概而
论，我通过向窑工师傅们虚心请教并反复实
践，才逐渐掌握了一些门道。

最后的烧制也是一个关键，瓷器在一千
三百多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存在许多不确
定因素，即便经验、技术相对都能较好把控，
也不一定就能烧出好的作品，这里也有运气
的成分，好的瓷画作品是工与艺的结合，是泥
与火纠缠砺炼的最终呈现，这也正是瓷画艺
术的魅力所在。

纵观瓷上绘画的历史，文人画家介入瓷
艺中的案例并不是很多，所以就瓷画艺术而
言，工多，艺少，这主要是文人画家对匠作的
轻视和不屑造成的。瓷上绘画的复杂性和难
度是客观存在的，它没有宣纸水墨来得痛快、
洒脱和直接，也缺乏宣泄情绪的快感，它是借
器、色、釉、火在高温窑变条件下产生的艺术，
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好的窑变往往会让作品
产生意想不到艺术效果。当然，瓷画作品的
艺术魅力，不能只看窑变、发色，要体现画家
诗、书、画三位一体的艺术素养。作品要具备
传统绘画的基本功和自然质朴的生活感受，
不能只拿几个传统“样式”搬来搬去，没有好
的艺术思想和构思，再好的发色也难掩画面
的苍白。

我认为，当代的瓷上绘画应当和中国画
传统文脉连接起来，要表现自然之美，表达人
的生命感受，在深入研究工艺的同时，将传统
笔墨规范、审美情趣，以及文人画的艺术思
想、精神追求体现在瓷器上。我想，只有这
样，瓷上绘画才更具有活力和不朽的生命力。

(文/马硕山)

尊工尚艺
——我作瓷画的点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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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硕山，生于1963年，山东淄博人。中国国家
博物馆书画院研究员、专职画家，中国国家画院研
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理事，《中
国书画》杂志社书画院花鸟画创作委员会执行主
任，国家一级美术师。出版有《尊工尚艺·马硕山绘
瓷艺术》《马硕山花鸟画艺术》《马硕山花鸟册页》

《马硕山扇面艺术》《瓷上写意·马硕山作品集》《大
匠之门·马硕山青花系列精品》《马硕山画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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