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艺术
审稿：张卫民 责编：唐翠微 版式：李 萍 总检：尹一冰 2018年1月6日 星期六

目前的收藏市场中，书画、瓷器类价格被
炒得很高，甚至出现了价值虚高现象。但收藏
的主体应该是大众收藏，而纸制收藏品是最大
众的收藏品。其中书籍类收藏值得关注。

从各大拍卖会的历史拍品来看，书籍类收
藏似乎一直以古籍为正宗。坊间有“一页宋
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古籍收藏对经济实力的
要求高。并且，古籍伪造状况严重，纸张染色
做旧、以“复刻”冒充古本比比皆是。相较之
下，旧版的现代书籍收藏潜力大，它起点较低，
乐趣却不打折。

旧书的价值不只在于它的内容，装帧、出
版背景、收藏历史，作者或藏家的题词签名都
是值得玩味的地方。在旧书市，我们会发现一
些带有图书馆贴标的旧书，这些不是偷来的
书，是各图书馆在整合、清理时淘汰出来流向
市场的书。细心的淘书客甚至会在书背后的
借书卡上发现名人借阅记录，这种时空穿梭的
体验妙不可言。

收藏旧书需要有文化功底，不仅要熟知各
大出版社、各位名家的出版历史，还要了解不
同时期的书籍在纸张、排版、油墨等细节上的
差异。当然，更重要的是养成长期的阅读习
惯。边读边买既能提升阅读品位，培养发现好
书的能力，也能积累经验，更容易辨别盗版。

在日常保养方面，防潮防蛀是重点，注意保持藏书环
境通风良好，避免阳光直射，必要的时候应该打开除湿机。
时常翻阅也能防止霉烂。 据《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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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与买一两件作品装点家庭是两回
事，但后者是起步，要遵从内心。如同做任
何事情，多读相关书里的知识，日积月累，不
可急于求成。

近年来随着版画知识的增进，普通观众
开始喜欢它。版画是用复制的手段创造了
艺术，这个知识的普及，使版画逐渐为国人
所接受。西方没有“国画”这种说法，因此版
画在西方是广泛流传的、受欢迎的画种之
一。

选择自己喜欢的，不要盲从。用来装
饰生活的版画，你得先喜欢它，然后多读画
背后的故事，研究艺术家的故事，而不是光
看他的一件作品。其一生创作是怎样的，
什么样的定位和价格等等，要有所了解。
不要抱着买一件传世的作品来发大财的想
法，不要捡漏，因为无漏可捡。商家的给消
费者所谓的捡漏机会都是广告词，尤其是
人们对艺术品的认识逐渐提高、信息的不
断发达，更加不要妄想。

作为画家收藏，不仅仅是为了装点生

活，更重要的是研究与纪念。我不建议用
“装饰”这个词，而用“影响”或“装点”生活，
两者是有区别的。装饰是为了好看，但是艺
术品不光是为了好看。真正撼人心魄的作
品不一定是通俗意义上的好看，所以不能用
一个标准来选择，因人而异。因此，我非常
认同“装点”而不是“装饰”，装点含有启发、
点拨、陶冶等意义。相比之下装饰显得略有
些微不足道了。

人们在购买后，可以询问专业的装裱机
构。需要注意的是，要把作品的签名留出
来。若是有毛边的作品，也要把它留出来，
不要用卡纸把所有的缝隙封上。甚至直接
把版放在画框里，千万不要把画边切掉，因
为画边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选择版画是需要做功课的，而不是一蹴
而就。要大量阅读相关知识，和教育背景、
审美情趣、经济条件成正比。选择不要以淘
宝、捡漏的心态，而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此外，要根据个人性格、家庭环境、房屋的大
小来决定挂何种版画。拥挤的室内就选择
简练的作品，有宽松自由空间的，就选择大
一些的作品，明亮的或沉重的，必须和环境

搭配，补充或和谐屋内的色彩。
收藏版画与其他画种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收藏艺术品是一种生活态度、或者叫生
活状态。说明一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发生了
变化，由物质转向精神层面。如此，就当与
自己的生活品质、个人修养、收入相匹配。

好的艺术作品，不是生活的再现，不是
图片、不是细与繁复，也不是平时我们讲的
美。艺术美不同于泛指的漂亮，它有高大、
厚重、沉重、悲凉，不同的面貌。深刻与撼人
心灵的作品，往往是不漂亮的。这与文字、
电影、话剧类似。无论版画、国画、油画等艺
术形式，都不要以简单的好看或美来衡量。
在欧洲的酒店宾馆墙上，都有版画原作的悬
挂，是很讲究的，都是经过岁月留下来的历
史痕迹，非常棒，不能光用美来形容。

世界的资讯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发
达，您可以在书籍、网络、美术馆、博物馆、展
览中去寻找信息与知识，可以直接与画家交
流。多读、多看、多想。时间久了，便水落石
出。请注意，版画不是专业版画家的专利，
还有油画家、雕塑家、国画家等艺术家的版
画作品可以选择。 据《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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