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市场

记：请简要介绍我省青年书法家的创

作现状。

陈：安徽青年书法事业的发展在全国

算是起步比较早的，至今已逾二十年，第

一届的青年书协领导群体曾经引领潮流，

大多功成名就，现在基本都已步入老年。

第二届的领导群体目前已成为安徽书坛

的领导核心，带领全省书法家队伍举办了

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活动。目前青年书协

的第三届领导群体，大多是从上世纪九十

年代起在全国书法大展中频频入展获奖

的书法名家，正值四五十岁的盛年，创作

热情和创作状态都非常好，成为安徽乃至

全国书坛的中坚力量。

记：当前，艺术品投资很热。但藏家

追逐的多是功成名就的大家，您怎么看

待？

陈：在收藏界普遍认为名家、名作、珍

稀、年代、尺幅是决定一件艺术品价值的

关键因素，但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是，很多藏家对作品真伪问题的判定大伤

脑筋，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古代的名家名

作本来存世量就很少，大多已在各级博物

馆中，当代的功成名就的大家也因为各种

因素造成市场价格普遍较高，有的已超过

了其自身的价值，形成一定的泡沫效应，

当代就有人去价跌的实例。并且还有因

为利益的驱动，不断地有赝品进入到市场

中来，导致鱼龙混杂，破坏了良好的市场

秩序。

记：那么，怎样看待青年书法家的作

品收藏？

陈：从大众收藏来看，我觉得当代青

年书画家的作品很值得推荐，首先中青年

书画家一般已进入个人创作的高峰期，艺

术作品相对较多，市场价位也较为合理，

真伪问题也比较容易判定，名家精品市场

升值空间大，这五大优势是可以保证一般

性人群都是可以介入的。建议藏家在收

藏时应尽量多了解作者的基本信息，也可

以听取业内人士和市场分析师的意见，综

合参考。如果能收藏到当代中青年名家

的精品、真品，不但可以陶情养性，也会使

你的资产保值升值。

记：您怎么看待当代书法家及其市场

定位？

陈：当代书法热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起，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当代书法家大

致可以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类就是从民

国余绪到新中国成立的老一辈书法家，如

启功、林散之、赵朴初、沙孟海等，基本都

已离世，市场上已是一纸难求，价格大多

在十万一平尺左右；第二类就是当代在世

的一流书法名家，如沈鹏、欧阳中石、张

海、朱关田、王镛、李刚田、华人德等，这一

类大多在六十到八九十岁之间，一方面市

场的需求量大，另一方面名家也在控制作

品的流量，价格一般在数千元到五万元一

平尺之间；第三类就是活跃在全国的中青

年书法名家，目前在四十岁至六十岁之

间，其中大多在全国大展中多次获奖，有

自己鲜明的个人艺术语言和风格特征，尤

其值得推荐的是，兼有较高的学历背景或

者较为正统的学术背景的书法名家就更

加值得关注。他们正是处于创作的活跃

期，作品在市场上流通较多，也较为方便

收藏，价格相对较低，一般在千元左右一

平尺。对于一般的藏家，从地域优势、价

格优势和升值优势来看，建议从本省的中

青年名家开始，随着收藏的逐渐入门，再

扩大到全国范围的名家作品收藏是较为

合适的。

我省青年书法家的创作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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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品鉴

刘夜烽书法

鉴宝专家：

作品笔墨厚重，

结体方正，以雄

强古拙为主，兼

有 秀 润 挺 拔 之

致，为著名书法

家 刘 夜 烽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难

得的隶书佳作。

铜镜

鉴宝专家：边沿是人工磕碰并且边

沿较宽，锈层较浅，有人为做旧嫌疑。综合

几个特征，鉴定该藏品为现代仿制品。照

片鉴定不能代替实物鉴定，可能会有偏差。

鉴宝专家：该壶造型典雅，民间常

见。从彩绘风格及釉色等方面判断，为

民国时期民窑器物。

粉彩茶壶

龙首玉带钩

鉴宝专家：龙头做工精细，有使用

痕迹，综合几个特征，专家鉴定该藏品

为清中期藏品，具有收藏和欣赏价值。

照片鉴定不能代替实物鉴定，可能会有

偏差。

艺术交流热线18656158321（每
日下午）。“星品藏”现改为每周四出
版，欢迎投稿，图文发至pureice168＠
163.com，或qq：903552062联系。

回音壁

收藏博士

收藏论道

古钱的铜质主要有紫铜、青铜、黄铜

等数种。紫铜的含铜量最高，颜色紫红。

青铜属铜锡铅合金，其颜色有深红、淡红

或水红、青白、微黄等。黄铜指铜锌合金，

其色有淡黄、金黄之分。由于各个历史时

期各地的铸钱方法、铜矿资源、成分配给

都不相同，所以古钱的铜质铜色也有较大

的差异。

先秦圆钱的铜色深红，接近紫铜。

刀布币的铜色多呈淡红。先秦钱币的另

一特点是币身较薄，伪造者常掺入过多的

铅以增加铜熔液的流动性，这种伪品铜色

暗红，质软易变形。半两及五铢的铸期较

长，铜色也深浅不同。凡传世日久的太和

五铢，铜质裸露，其色深红，且质地极为细

腻，表面几乎找不到砂眼气孔。一种大字

版的金旁略低，伪品的铜色较淡，且铜质

也粗。

五代时的天德重宝铜色微带青白。

天策符宝传世品表面常有一层黑色的氧

化层，内部铜质多呈水红。永安一百、永

安一千铜色微黄，南唐钱币的铜色也多数

偏黄。北宋早期铁母如宋元、太平等铜色

淡黄或微黄，后期铁母如绍圣、圣宋、大观

等铜色较深，而宣和、靖康、建炎小平铁母

多属白铜。建炎重宝颜色深红，南宋铁母

的铜色多数偏黄。辽钱铜色深红或紫

红。西复钱铜色水红。

元钱铜色深红及浅红者多，而寺观供

养钱也有偏黄者。嘉靖之前铸钱用青铜，

嘉靖之后则多用黄铜，这与掌握了锌的提

炼技术有关。明清雕母（祖钱）铜色以金

黄为主。

清代新疆铸钱用紫铜，故称新疆红

钱。咸丰宝福局钱为紫铜质，铜色有暗黄

及深红两种，外缘宽度与普通当百大钱

同。小平铁母及部分当十当二十样钱以

白铜铸成。咸丰宝河、宝陕当五百、当千

大钱为紫铜质，当十至当百大钱为黄铜

质，而黄铜的宝陕当千大钱则属伪品，宝

泉、宝源及宝巩的当五百、五千大钱有黄

铜、紫铜两种。咸丰满汉文浙字钱铜色微

带金黄，且铜质细密，书体凝重，伪品钱文

为普通楷书，铜色淡黄，铜质也粗。

古钱的铜色鉴定

赵朴初作品

书画收藏一直是收藏界的热门和主项，收藏功成名就的书画家作品投资成本大，因而青年书

画家作品受到收藏家青睐。记者（下称记）为此采访了安徽书协副秘书长、省青年书协副主席陈智

（下称陈），为对中青年书画家作品收藏把脉。 记者 周玉冰

赵朴初先生是我省太湖人，1907年 11月 5日

生于安庆，1911年随父母迁回老家太湖县寺前河

居住。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现苏州大

学）。他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

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他的诗、书

与人格完美结合，是中国文化领域中一个坐标性

人物。

赵朴初习研书法采取博观约取、兼采众长的

方式，既吸收了碑学厚重沉稳、刚健雄浑的风格，

也采纳了帖学清隽流美的美学特征，最终形成了

“赵体”，其书法结体方正严谨，浓郁朴茂，骨气深

隐。赵体的最大魅力是将中华传统文化用书法的

形式表现了出来，加之朴老人品高妙，长期担任

宗教领袖，因而作品带着深深的禅意。

赵朴初书法在文化上的最大价值在于集诗

词文赋、笔墨情趣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文学内容

和情感世界。尤其是佛教的禅理融入书法之中，

“绝虑凝神、心正气和”等妙谛把佛学的修行方法

引入书法创作，独具审美情趣。他的书法立轴或

横幅，通篇观之如金石铺地，字距、行距、布局疏

朗别致，字字独立，上下呼应，意连笔不连，气贯

通篇。书与诗，珠联璧合，可称“双绝”。

赵朴初书法的文化价值 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