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4 星期四 编辑 魏应钦 校对 曹晓雨 B7收藏

广 告 热 线 : 13523260997 13183330295
地址：市区建设路西段 268号（鹰城广场对面）

分类广告
小 广 告 大 市 场 小 投 入 高 回 报

第

期
2141

招聘资讯E
招 聘招 聘金融资讯金融资讯

工商代理工商代理

商务资讯C本栏目在微信公
众平台同步刊登
微信公众号：
ycqueqiaohui ●公司注册、代账18737535133

律师服务律师服务

樊 律 师 18737553763●

工行下属子公司工银安盛招
聘：销售、管理，五险一金，聘

双薪双休传承制15886706090
房产资讯B

出 售出 售

出售南环路消防队住宅
180m2，精装有车位、储

藏室共135万元。15938937037

转 让转 让

建设路东段（营业中）
13782472111驾校转让

老年公寓老年公寓

生活资讯A

●康乐居老年公寓13937585159

景观绿化景观绿化
专做楼顶花园后期养护18803759991●

心理咨询心理咨询

电 工 焊 工培 训
考 证

市电讯职业学校电话：2963913

教育资讯D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亲子鉴定13137525230
家之诺全铝家具13733914788●

耳聋请配助听器13087062226●
助 听 器助 听 器

设计印刷设计印刷

要印刷找龙发8861818●
特色美食特色美食

鹰城名吃-四不腻猪蹄3413983●

做画册找天一8985888●

友 情 提 示 ：使 用 本 栏 目 信 息 请 核 对 双 方 有 效 证 件 ，投 资 汇 款 请 谨 慎 。 本 栏 目 信 息 不 作 为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依 据 。

招 生招 生

无实力请勿扰15637592255
转让建筑石子和环保材

料联产厂，手续齐全

出售万达旁新房90m217737569369●

市中心餐饮KTV和KTV量贩
承包和转让 15639962766

婚姻家庭调解13937507536●

股票技术培训
电话：18837519993

近几年，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
展和网络信息的纷繁，不少人重新
认识到报纸的收藏价值，旧报纸也
成为一种流行的收藏品，价格水涨
船高。特殊的日子所发行的报纸，
价格动辄上万元，如一份1949年 10
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市场价已
高达十多万元，同日的《解放日报》
《光明日报》等也达到数万元一份，
收藏价值非常高。

那么，哪些报纸值得收藏呢？
收藏家席凯先生介绍，其实总结起
来就两个字——特殊。

特殊刊号。席凯说，报纸的特
殊刊号有创刊号、试刊号、停刊号、
号外等。每种报纸都只有一期创刊
号，所以创刊号很有收藏价值。一
些报纸在正式出版之前会推出一二
期试刊号，由于试刊号发行数量不
多，加之未公开化，也有收藏价值。
有些报纸由于各种原因停刊且未复
刊，所以停刊号报纸也弥足珍贵。
此外，一些报纸为了报道突发或重
要性事件，以“号外”形式出版的增
刊，也颇具收藏价值。《人民日报》为
报道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而出版
的“号外”，现在已升值数百倍。

特殊时间。如中秋、元旦、春
节、端午等特殊节日当日的报纸，见
证了我国民俗的变迁，值得收藏。
国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改革开
放等纪念日当日的报纸，也具有收
藏价值。

特殊题材。如《中国书画报》
《中国集邮报》《中国文物报》等专门
的行业报纸，发行量相对较小，收藏
价值较高。

此外，一些特殊时期、特殊材质
以及错版、变体的报纸，收藏价值也
较高。席凯说，收藏旧报纸，不仅在
于它能升值，还在于通过不同时期
的报纸，能给人们展示当时的历史，
了解以前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情。

（王春雪）

本报讯 据外媒近日报道，美国
加州一名伤残无业男子，把家里的
破旧毛毡拿去拍卖，竟然以 150万
美元成交，让他一跃成为富翁。

该男子克泽原是名木匠，他
2007年遭遇意外后失去一只脚后
无法工作，仅靠每月200美元津贴
过活。有一天他看到电视节目中
介绍一条毛毡，发现跟祖母留下来
的毛毡十分相似。这条毡子搁在
柜里已经7年，差点被丢掉。原来，
这是罕见的纳瓦霍（美国西南部的
一支原住民族）毛毡。

克泽交给拍卖行鉴定，这是条
18世纪的珍贵毛毡，以 150万美元
成交，让他激动不已。克泽用这笔
钱买了两间屋子和新车。 （中新）

作为一种文化商业现象的
“行画”，通常是指由画工制作的
低级艺术商品，与艺术作品泾渭
分明。在很多学者眼中，艺术名
家笔下的“行活儿”可称为高级行
画。这一带有反讽意味的词语指
向的由知名艺术家粗制滥造而形
成的许多面貌雷同、品质低劣的
作品。由于名家光环笼罩，业界
一直对此讳莫如深。究竟谁在为
高级行画买单?大批有名无实的
作品流向了何处?

名家的“分裂人格”

可以说，当下的艺术展览与
艺术品流通市场能够体现许多艺
术家“分裂的人格”。在个展上或
出版物中的作品精彩纷呈，在市
场上则千篇一律。艺术评论家齐
建秋表示：“当艺术家不愿意认真
作画，仅为了服务于市场的需要，
那么很容易进入批量制作的状
态。当他要在大的平台展示，作
品才带有创作的性质。带有创作
性质的可以称为艺术品，而在市
场上流通的应付作品，则带有行
画的成分。”

“几百元的大芬村行画和某
艺术大师的流水线作品，在我看
来一样都是行画。”北京艺博会秘
书长吴正田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然而，记者了解到，批量产
出，也并不表示所谓的高级行画
就一定价格低廉。问及名家行活
儿的市场价格，齐建秋指出：“一
直以来，中国画价值的第一要素
是名头。只认袖标不认人。有的
画家，不管画得多差，作品价格还
是按照平尺来计算。”艺术家张志
国也表示：“不同的人不同价格。
有名头的人，即使是应酬之作，价
格很高也有人要。可以说名家行
画的市场很大，字画市场越繁荣
的地方就越多。”

有业界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
指出：“买家常常会向艺术家直接
提出要求，就要某个题材的作品
若干张。这些作品远看几乎没有
任何差别。”艺术圈内众所周知，
有名家为了市场所需画了上千张
的“老子出关图”和“钟馗”，不断
地复制自己，久而久之，就没有创
作性质的作品问世了。

除了重复性，齐建秋认为高
级行画在风格上也呈现出很大的
随意性：“原先画工笔的画家，没
工夫精雕细琢，就说是画得写意；
画小写意的画家，则大笔一挥，转
而大写意。该画得很具象的地方
却画得粗犷潦草，反正就靠几个
题材吃一辈子。”

为市场“批量生产”

评论家季英伦将艺术家的作
品分为代表作、一般作品和随意

之作三种，随意之作就是所谓的
行活儿，是艺术价值最低的作
品。“对自己有要求的真正艺术
家，行活儿作品可能在其所有作
品中只占据1/10的比重。”

在艺术家宋滌看来，盛产行
活儿、行画，是中国画一直以来
的“顽疾”。作为手艺人，中国画
的创作在学习阶段就讲究“默
写”。不用对景写生、在室内提
笔就可创作的方式，使得书画家
应市场所需快速复制作品成为
可能。

由于创作方式的独特性，一
些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水墨画
很容易出现投机和高级行画。虽
然高级行画占据市场的份额难以
统计，但有业界人士表示，凭借自
己多年接触艺术市场的经历，感
觉有50%的流通作品都属于高级
行画范畴。艺术界行活儿在当下
的泛滥有着多重原因。齐建秋认
为，高级行画的出现首先是市场
因素使然；其次是艺术家的道德
水准缺失，稍有名气的艺术家对
自身要求不严格，只图眼前利益，
在无味的敷衍创作中破坏了艺术
的独创性和自身的艺途；再次是
市场容忍度的问题，有很多不懂
艺术的收藏者、经营者，这些人欣
赏能力欠缺和对艺术的麻木不仁
又进一步推动了高级行画在市场
的泛滥。

值得一提的是，近现代的艺
术大师也偶有应酬的行活儿出
现。但由于他们画艺到达一定境
界，信笔拈来都是笔墨酣畅。他
们的常规创作和应酬的水平基本
具有一致性，且不存在肆意复制
的现象，与当下艺术家“印钞机”
般的创作有很大区别。再者，一
些水准不够的艺术家的精心之
作，在业界人士眼中也脱离不开
行画的性质。

“投机者”美梦难圆

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少买
家。齐建秋指出，当下名家行画
大部分出现在一些应景的需要
上，如笔会活动现场，或者某些画
廊、代理人的手头上。“特别是山
东的一些画廊，它们代理的北京
艺术家可能有一沓沓这样的作
品。”

在业界人士看来，这类的名
家行画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
的收藏价值。宋滌表示：“整个
市场炒作成风，很多人未必喜欢
这些应付之作，只是投机者见有
钱可赚，便参与进来。没有人真
正在‘收藏’这些作品，它们在投
机者的手里流转，用于交易、礼
赠。”宋滌向北京商报记者讲述
了一个身边的实例：“我有位朋
友手头有一位供职于画院体制
的名家的许多作品。这位朋友

表示，他自身是学美术史出身，
清楚这些作品是艺术家的行活
儿。当初纯属是为了好卖钱，才
收了很多。现在行情差，几乎

‘砸在了手里’，赔钱也卖不出
去。”张志国表示，许多企业经营
者会直接与艺术家联系，从艺术
家手中收购一些行活儿，不看作
品，只看名气。在宋滌看来，艺
术市场的泡沫破裂，是由于大量
的人在做艺术品“投机”而不是

“投资”，“投机家”众多所致。
吴正田认为，全民艺术素养

的欠缺，也使得行画市场有很多
的受众。一位业内人士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虽然自己是专业出
身，能分辨艺术优劣，但身为企业
管理者的家人却似乎只对行画情
有独钟。家人虽有余力买到一幅
精品之作，但最终还是用高价买
了多幅格调不高的作品摆在家
中。

随着市场回归理性，业界人
士对于艺术创作的前景较为乐
观。季英伦表示：“行活儿是商业
社会对艺术影响的一种衍生品，
这是避免不了的。但大众也是会
成长的，行活儿会越来越没市场，
是必然会被抛弃的。”宋滌表示：

“对于很多投机者来说，该交的
‘学费’也已经交足了，该适可而
止了。”

（隋永刚）

为市场“批量生产”

谁在为高级“行画”买单？ 哪些报纸值得收藏

破毛毡是个真古董
美国男子拍卖获得15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