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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1864-1957），原名
纯芝，字渭青，后改名璜，号白石
山人，湖南湘潭人，是中国近现
代艺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
家之一。他出身寒微，早年以雕
花木匠为生，后自学绘画，经历

“衰年变法”后终成一代宗师，融
民间艺术的质朴与文人画的雅
致于一体，开创“红花墨叶”大写
意风格。其作品涵盖绘画、书
法、篆刻三大领域，尤以花鸟画
和篆刻成就最为卓著。

齐白石的篆刻艺术深受传
统滋养，初学丁敬、黄小松，后追
摹赵之谦，并取法汉印，尤以《祀
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为宗，
最终形成了雄奇恣肆的独特印
风。他主张“胆敢独造”，不拘泥
于古法，强调刀法与篆法的个性
表达。其篆刻线条刚健朴拙，布
局疏密有致，单刀直入的冲刀技
法造就了金石味浓厚的艺术语
言，其篆刻作品“琵琶痴人”便体
现了这一特点。

“琵琶痴人”这方印章以汉
篆为基，融入了含蓄的隶书笔
意，字形方正而略带欹侧，线条
粗细对比鲜明，如“痴”字末笔的
顿挫与“人”字的简练形成对比，
构造了整体的张力。就刀法而
言，齐白石善用单刀直冲，刀刃
与印石碰撞产生的崩裂效果自
然天成，但又好像完全控制在作
者的掌控之中。如“琵”字右侧
边栏的残破处理，既显刀锋凌
厉，又添金石古意。

从章法与落款角度说，这件
作品印面布局注重虚实平衡，右边

“琵琶”二字，结构紧凑；左边“痴
人”二字，留白疏朗。左右两边特
别是右上与左下位置形成一组生
动的互动关系。在边款（篆刻作品
的落款一般刻在印石钤盖时印章
的左侧）中，齐白石仅体现了嘱刻
人和自己的名字，故而边款奏刀利
落、清爽简明，拓出来后，更加体现

出一种洗练、空灵之美。
近年来，齐白石的篆刻作品

在拍卖市场中屡创高价。齐白石
的艺术精神始终以“天然之趣”为
内核，其篆刻作品既是刀石碰撞
的技艺结晶，更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近现代转型的缩影与代表。正
如他自述：“我刻印，同写字一样，
下笔不重描，一刀下去，决不回
刀。”这种率真与自信，以及这种
技艺背后丰厚的艺术积淀，恰是
其艺术不朽的根源。 （文/金角）

白石老人的“琵琶痴人”
艺术品评估包括两部分：一是价值

评估，二是价格评估。由于艺术品市场
的一切问题都涉及艺术品的价值或价
格，所以艺术品评估既是艺术品市场的
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艺术品市场无法回
避的实践问题。但遗憾的是，目前理论
界对艺术品价值评估、价格评估的研究
仍欠深入。实践中也很难拿出取得广泛
共识的艺术品价值评估、价格评估方
法。其主要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未
能将艺术品的价值与价格充分统一。

艺术品的价值与价格，既相互依存
又有各自的形成逻辑。

在学术领域，艺术品的价值研究和
价格研究分别属于艺术学、经济学两大
学科门类。艺术品价值，是指艺术品的
有用性，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
中，使用价值是艺术品在认识、教化、审
美等方面对人的用处，交换价值是由艺
术品使用价值衍生的、能够交换其他商
品的用处。艺术品价值的大小，主要取
决于其艺术属性，具体体现为题材、形
式、材料等方面的特质。艺术品价格，则
是艺术品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呈现的比
例。艺术品价格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其
交换价值的大小，还取决于市场供求关
系。如果仅从艺术学角度评估艺术品，
往往会更重视其价值形成逻辑，如果仅
从经济学角度评估艺术品，往往更重视
其价格形成逻辑。所以，经常出现所谓

“艺术品价格与价值背离”的说法。
能够整合艺术品价值与价格的，是

二者的共同底层逻辑——心理学。
万相皆由心生，心理学能够解释个

体心理机制在其社会行为中的作用，心
理因素对人们使用艺术品的态度有巨大
影响。关于市场参与者对艺术品价值的
判定，笔者在《艺术市场行为学》一书中
专门从心理学角度解析了艺术品的消费
行为、投资行为、营销行为。比如在艺术
品消费行为中，由于某些艺术品被消费
者判定具有品牌价值、炫耀价值、符号价
值，从而被用于阶层攀比，用于获得高价
满足，用于区隔地位和身份认同。

在艺术市场交易行为中，心理成分
更为浓厚。交易的本质是交易者之间智
慧和意志的心理博弈，在精神属性显著
的艺术品市场更是如此。笔者曾在《艺
术品价格原理》一书的后记中套用英国

美术史论家贡布里希的名言“没有艺术
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提出“没有恒
定的艺术价值或者价格，只有评价者或
者估价者而已”。笔者一直强调，所谓艺
术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客观的艺术品

“那件东西”本身，更多是评价者对其有
用性的主观判断。至于艺术品的价格，
又不仅仅在于艺术品价值本身，更多是
估价者对其价值的主观度量。

人们对于艺术品价值的心理态度，
很大程度是美术教育的结果。

教育的本质在于塑造人的心灵，包
括塑造人的价值观，教育学专业的两大
主干学科之一便是心理学。从教育学角
度看，美术史著、美术展览、美术批评，是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播布美术价值观的
主要载体。通过各类学校美术教材、各
类公共展览展示空间、各类公共传统纸
媒和新媒体，美术史家、策展人、美术批

评家评判美术家和美术作品的价值标
准，被广泛播布给读者和观众。当这些
读者和观众在欣赏、鉴别或购买艺术品
时，会很自然地使用所接受的价值观
念。特别是在学校基础美术教育中，这
种价值播布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根深蒂
固的。

人们对于艺术品价格的心理态度，
很大程度来源于对艺术资产的预期。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市
场，投资是重要驱动力。中国艺术品市
场自21世纪初爆发，投资需求更是主要
推动力。将艺术品看作资产，是主要看
重艺术品的增值属性，名家书画便被形
象地誉为“挂在墙上的股票”。投资市场
是典型的信心市场，这在股票市场表现
得淋漓尽致。艺术品资产价格的高低，
取决于投资者对其未来价格的心理预
期。资产价值评估有重置成本、市场比

较、收益还原三种主要方法，重置成本法
适用于可复制的资产，市场比较法适用
于同质性强且交易活跃的资产，收益还
原法适用于未来收益确定的资产。由于
艺术品可复制性差、未来收益不确定，艺
术品资产评估经常使用市场比较法。然
而，艺术品资产同股票甚至房地产相比，
同质性很差且交易很不活跃，这让市场
比较法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艺术资产未来信心的波动性较大，
美术教育播布的价值观念更为持久平
稳。从美术教育价值播布入手，可以获
得较为稳定的艺术资产评估内在依据。

（作者为李可染画院中国艺术经济
研究院副院长）

谈谈艺术品评估的教育播布与资产预期
■ 刘晓丹

本版由《中国书画》编辑室供稿，内容仅作学术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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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 琵琶痴人 印章原石

余见于希宁先生之画颇多，但手
卷较少，这大概是现代书画欣赏的途
径发生了变化，昔时文人把玩的手卷
不太适宜现代展览之便的缘故。因为
我特别喜欢手卷的章法，1992年春，建
议先生作花卉长卷，先生遂作长卷两
幅，每一幅都很精彩，《水墨花卉卷》为
其一。

该卷高28厘米，长5米，用的是旧时
日本障子纸。全卷六段，绘六种花木，
每段都有题诗，堪称诗画合璧，诗、书、
画、印“四全”。

自右首起，首绘牡丹，题诗是：“旧
丽年华照鼠姑，曹州花海擅风流。宫廷
颜色争王朝，采撷名魁笔底收。”（按“鼠
姑”为牡丹别名）

次绘绣球，题：“太湖三月花敷锦，
更爱横云飞雪球。”

再绘双橘，题五绝曰：“连理黄山
松，玉泉蒂并函。天公多美事，一柄两
黄岩。”

第四段画山茶，录俞国宝句：“玉洁
冰寒自一家，地偏惊时此山茶。归来不
负西游眼，曾识人间未见花。”

第五段画水仙，题句是：“天上人间
都起舞，月宫仙子下瑶台。”

最后画石榴，题：“枝头开口迸，妙
在刹那情。”

见此卷者，无不称妙。
此卷之妙，一是构成之妙。四时花

卉本不相干，却顾盼左右，相互照应：一
枝牡丹自右下向左上探去，绣球花枝却
从相反方向（即从左上向右方）伸来，山
茶枝子又变方向，从左下向右上运行；
绣球与山茶间巧妙地垂下并蒂双橘，尺
幅虽小，但平添不少趣味；水仙花自下
向上左右舒展，石榴便变化方位，从右
上向左下俯掷，这种安排合乎物性，合
乎情理，也合乎画理，出于自然，又极严
谨。花枝走向本已自成佳构，更以书法

（即题诗）穿插于花间，长长短短，高下
参差，富有节律。最后钤上的那几方红
印，或朱或白，或方或圆，亦极考究，宛
如跳荡在花间的几颗宝石熠熠闪光。
长卷的构成在中国画的诸种结构方式
中又是较独特的一种，难度也大，弄不
好就有拼凑感。像这样的一幅信手挥
就的长卷，事先没有草图，画什么，怎样
布局，用什么笔法，都在随机应变的一
刹那间。这一刹那间实际上凝聚了画
家一生的艺术修养、功夫才情和性情品
格，正像于希宁先生在他的另一幅长卷
里的题诗所说“妙构乘兴挥健笔，神催
惹得洒洁风”，可以说此卷之洒脱与构
成极相关，已臻“清水出芙蓉”的自如
境界。

此卷之妙，二为笔墨之妙。手卷
的笔墨妙处，除了中国画的一般要求
之外，还要有与整幅手卷的构成相谐
的笔墨上的节奏和气韵。譬如此卷，
牡丹花头以墨色点垛，枝叶却施以线
条，下面的绣球、山茶便变化为勾花点
叶之法，水仙纯用白描，石榴画法又近
于牡丹画法，运笔施墨的变化便在跳
度中赋审美心理以起伏，在差别中赋
审美心理以激越，若通篇一法，便味同
嚼蜡。当我把整幅画卷展开时，墨牡
丹花头、绣球、山茶的墨叶和榴实便成
为全卷墨色的量感焦点所在，而淡墨
枯笔的白描水仙便是全卷的虚灵之
处，更为画卷增加了些仙气。我想，在
横向狭长的尺幅里，这种全卷的笔墨
变化和量感的分布才是长卷笔墨结构
的特殊之处。近观此卷，牡丹花头墨
色的灵妙，绣球花枝折转的自如，橘实
用笔的枯苍意味，山茶的坚挺力度，水
仙的虚灵缥缈，石榴用笔施墨的变化，
均可细细咀嚼，反复品味，若口含橄
榄，余味无尽。此卷纯施笔墨，且笔精
墨妙，已有纯化之美，诚如可染先生所

说，是“笔墨胜处色无功”了。
此卷之妙，三为情趣之妙。花鸟

画以情趣取胜，当然，这情趣不限于诙
谐、幽默之趣，而包括各种各样的情感
和文思。于希宁先生是善于画梅的画
家，且多喜画各种花木，而极少写鸟兽
虫鱼。在花木与画家之间建立了一种
物我两忘的精神交流关系。此卷的牡
丹少富贵之态而多风流之姿；其绣球
正如题诗所言，每有“横云飞雪”之联
想；友人赠橘有一柄两果者，遂信手拈
来，寓“连理”“并蒂”之意；山茶，爱其

“玉洁冰寒”之魂；水仙，慕其仙姿起舞
之韵；石榴，则妙在开口迸珠的刹那之
情。整幅画卷有冰清玉洁之心，风流
潇洒之格，恰是老画翁性情和心境的
写照。这使我想到，花卉长卷的情趣
在花木形象自身，也在各花木的顾盼、
照应之间的情语，也体现在同一画卷
中各种相关的艺术形象在品格上的共
性，即整体的内在联系。

于先生重视气格、文思，讲究“意出
心思”，也一再鼓励我坚定“写意”是一
种美学概念的观点（而不是指简笔一路
的画体）。于希宁的情思、文意就自然
而然地流露在他喜爱的艺术形象之中，
他那花卉长卷的内美、那风流复高洁的
情致就贯彻在他喜爱的花木之内。联
想到艺术的文思、意趣，和这文思、意趣
的自然流露，所以也才有了“意出心思
自风流”这个题目。

晚年，于先生尤喜与中、青年弟
子交游，总想多吸收些新鲜事物，并
谋求变化些新意、新法。有时，他有
意识地追求一种新的格调、新的方
法；有时，又在有意无意间步入了一
个新的境界。本文并无意专门研究
花卉长卷的特殊规律，我只是想到了
中国传统特有的手卷形式是一种特
殊的美的形式，它在结构方式、运笔
施墨及情意气韵的传达上确有自己
的特殊要求，而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必要。在《八十七神仙卷》《韩熙载夜
宴图》《清明上河图》、徐渭的《杂花
卷》、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图卷》这些
高仅一尺左右的手卷里，有着广阔的
时空和耐人寻味不尽的艺术容量。
而在现代的审美生活中，它亦可以陈
列在美术馆的坡面柜中，可以装潢在
居室或殿堂里，它自具有其他艺术形
式不能替代的美。

（文/刘曦林）

意出心思自风流——于希宁的《水墨花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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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 琵琶痴人（朱文，附边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