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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文化艺术追求的不断提
升以及选择投资方向， 普通老百姓对书画等艺术品的收藏
也逐渐形成一种趋势。 众所周知“隔行如隔山”，但如何收
藏、如何保管均大有学问。 为此，记者专访了我市全国唯一
的中国文物学会民间收藏委员会委员张国平先生。

记者：什么是书画收藏？

张国平： 书画收藏就是指人们对书画的收集、保护、管
理、研究、弘扬和交流。书画收藏的主体是古代书画，现代名
人书画以及发展前途看好的当代书画家的作品， 也是长线
收藏的对象。 历来量少价高的古代书画在书画市场中更显
坚挺，呈现出艺术市场硬通货的属性。

记者：书画收藏何时起？

张国平：私人收藏家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

王谢是当时望族，也是收藏巨富。 唐朝张彦远一门，从高祖
起就从事收藏，历经五代，所以，他能写出巨著《历代名画
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宋元时，私人收藏已蔚然成风。至于
明清时期，无论参与收藏的人数、收藏品的质量、还是关于
书画收藏的著录、笔记都足以令人惊叹了。

记者：书画收藏有何意义？

张国平：作为收藏品，它自有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它是承载历史、文化、艺术信息的商品，其价值具有
不稳定性，随着时代风尚、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 而整体
上呈上升趋势。以书画为例，齐白石的同一幅画，在

70

年代
值

2

元，而现在则可达到
200

万元。 至于古代的书画，经年
累月，其涨幅就更大了。 在现代社会，从事收藏已成为人们
重要的投资手段。相对低风险、高效益的文物收藏已越来越
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

因此，说收藏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是有道理的。 它
要求收藏者具备理性的经济头脑的同时， 还要有很好的艺
术修养。收藏者在收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培养成
理性和感性结合得相当和谐的现代人。

记者：如何理解古代书画是书画收藏的“绩优股”这句
话的意义？

张国平：古代书画以其自身的质与量的优势，越来越呈
现出艺术市场硬通货的属性。 历来量少价高的古代书画在
书画市场中更显坚挺。 古代书画的独有价值属性让这一板
块获得更多市场关注。古代书画资源稀缺，行情受市场影响
较小。

古代书画一直以相对稳定的态势逐步上升。 史学价值
和艺术价值也是古代书画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 古代书画
的价格潜力还远未发掘出来。尤其是古代绘画，是中华文明
的结晶。中国千百年来的收藏观往往注重收藏的文化、精神
内涵，忽视或者淡化收藏的经济、物质因素。 如今市场经济
赋予收藏更深、更广泛的内容，有人断言，继房地产、股票之
后，那些极具经济价值的艺术藏品（如古玩、书画、观赏石）

是又一大投资项目。而与前二者相比，这类藏品由于具有极
高的艺术性和不可再生性， 使得本身的价值、 价格相对稳
定，并随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增长而呈不断上升之势，具有
更高的稳定性和回报率。二战以来，古玩等艺术品收藏成为
欧美国家流行的投资和保值手段， 靠收藏古玩艺术品而暴
富的人不少。在亚洲，由于受经济增长的推动，日本、韩国及
中国香港特区、 台湾地区等艺术品市场和收藏队伍不断成
长壮大，即使在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形势下，顶级古玩艺术品
仍在市场的风风雨雨中胜似闲庭信步，屡创佳绩。

记者：根据你多年的经验，书画收藏有哪些小窍门？

张国平：展玩字画，宜两手提轴，顺势展开，动作宜轻
缓。切忌用手托画背，以防使画幅折出痕迹。画轴应在卷紧
之后，始可将画带事紧。 画心的保管方法，宜在每画心的下
面，衬一层宣纸，然后用圆轴卷起，每

10

至
20

幅为一卷，存
于书画橱内， 不宜托心后存放。 珍贵字画不宜存放堆积太
久，宜时时展玩。盛夏、梅雨及有煤炉的房间，均不宜悬挂字
画。梅雨季节须曝晒书画。书画宜平放于盒、袋、匣、囊、套、

函、柜、橱之中，不可竖放，更不可将书画裱件无次序地捆绑
或堆放在一起。

书画收藏的防霉防虫法： 用少量樟脑、 冰片等溶解于
80%

的酒精中，配成溶液，再将吸水性强的纸泡在其中
2

分
钟至

3

分钟，取出阴干后，夹在书画内，即可有效防止书画
霉变、虫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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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近年来，翡翠巨大的增值潜力和翡翠
原石的日益匮乏， 让翡翠市场火爆异常，

似乎应该人手一件翡翠。然而翡翠市场的鱼
目混珠以及“黄金有价，玉无价”的观念让很
多人望而却步， 购买者不知该不该出手。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翡翠都能增值。

接下来我会分几个方面来全面解读
到底什么是好翡翠， 什么样的翡翠会增
值，今天我们就从选购翡翠说起。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翡翠饰品按照原
料是否经过化学处理，可分为

A

货、

B

货、

C

货、

B+C

货
4

种。它们的定义和区别到底

是什么呢？

翡翠的
A

货是指天然翡翠，只经过雕琢打
磨，有着天然的颜色和质地，只有

A

货翡翠才
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真货，国标字样为“翡翠”。

翡翠的
B

货是经酸洗注胶，即在加工
过程中经强酸泡去杂质，又充填环氧树脂
的翡翠。

B

货翡翠也叫“冲凉”翡翠，它的质
地是假的。 国标字样为“翡翠（处理）”。

翡翠的
C

货是指经人工染色，即在原
本没有颜色的翡翠上人为地加上颜色的
翡翠。它的颜色是假的，也是假货。不管酸浸
漂白与否，充胶与否，只要是人工加色的翡翠
都称为

C

货。 国标字样为“翡翠（染色）”。

翡翠的
B+C

货也就是同时具备
B

货
和

C

货的特征，既酸洗注胶又人工染色。

另外，还有一种
D

货压根儿就不是翡
翠，是用玻璃和塑料来冒充翡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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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收藏基本知识

———访我市名书法家、中国文物学会民间收藏委员张国平

� � � � 古玩字画、玉器、翡翠、瓷器、

砚台、漆器、杂项及自己书法作品。

作者焦全才，是左手执笔的左手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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