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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大师吴
玉 如 的 作 品 熠 熠 生 辉 。 吴 玉 如
（1898—1982），名家琭，字玉如，晚号
迂叟，后以字行。他早年就读于天津
南开大学，曾在南开大学、津沽大学
（现河北大学）任教，并参加了1958年
《辞源》修订工作，为中华书局、商务
印书馆点校了大量古籍，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文化艺术大师。启功先生称
他为“三百年来无此大手笔”的书法
家；赵朴初先生则认为“玉如先生书，
龙腾虎卧，意态不可方拟”；收藏大家
张伯驹先生称赞他为“晋唐之风，当
代巨擘”。早在20世纪40年代，吴玉
如与沈尹默就并称为“南沈北吴”。
国家文物局2023年5月发布的《关于
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
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将吴玉如作
品列入“代表作不准出境”名单。

吴玉如的书法作品，历来受到书
法爱好者和收藏家的追捧。早在20

世纪40年代，吴玉如的书法作品就由
荣宝斋、佩文斋、云山阁等七家“南纸
坊”垄断经销，当时统一定出的润例
是非常高的：普通作品十块钱大洋一
平尺，特殊书体、扇面、对联还要单独
加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书法大家，
其作品的市场价值到现在却长期被
低估，其市场价格多年来虽逐年攀
升，但增幅较小，价格水平始终与其
艺术水准、影响力，以及其在文化方
面的造诣与成就不能匹配。对于其
中缘由，大致如下。

一是吴玉如没有赶上商品经济
繁荣的大时代。改革开放后，随着人
们对文化艺术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
书法艺术逐步商品化，真正成为艺术
品收藏与投资热点，也是近三十多年
的事情。吴玉如1982年作古，没有赶
上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他不像启
功先生等一批书法家，当中国市场经

济逐渐发展起来，艺术品市场也逐渐
繁荣起来，他们正值人书俱老的艺术
鼎盛期，作品大都是卖出去的，而吴
玉如作品基本上是送出去的。

二是吴玉如作品换手率低，交易
量少，便阻断了价格的攀升。正因吴
玉如的作品基本上是白白送出去的，
而且收藏对象大多为吴玉如家属及
学生，他们很清楚吴玉如的艺术地位
和艺术价值，加上对吴玉如人格的敬
仰，从情感上是不愿意转手出让的。
况且他们手中的吴玉如作品成本为
零，转手出让的意愿不强烈。即使少
部分人因资金周转原因打算出手，他
们的市场期望值常常与那些市场成
熟、经过多轮换手的艺术家作品对
价，最后吴玉如作品还是不能完全流
入市场。其实，他们忽视了一个市场
规律，即抛开人为炒作因素，作品的
换手率是市场价格的助推器。因为
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高买低卖，所以

每经过一轮换手，其价格都要向上推
进一步。吴玉如作品始终没有正式
进入市场，换手率很低是影响作品价
格的重要原因。

三是吴玉如作品存世量与交易
量存在巨大反差，收藏家不急于建
仓。艺术品收藏的显著特点是利用
时间成本换取作品的保值增值。艺
术品市场的强弱与艺术家作品存世
量有着密切关系。物以稀为贵，存世
量很少的艺术家作品，只能满足少数
人收藏需要，普通收藏家可望不可
及，这些作品可以创造“天价奇迹”，
但难成为艺术品投资市场的生力
军。形成完整市场体系及价格上升
的条件，还要不断有好的作品投放市
场，其数量足能够满足不同收藏者的
需要。吴玉如作品的存世量很大，特
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
他离开了工作岗位，视书法为生命，
终日笔墨遣兴，写字的数量大得惊
人，保守估计其存世量不下万件。与
其存世量相矛盾的是，由于藏家普遍
存在的惜售心理等原因，真正流入市
场的作品却少之又少。收藏家心里
也很清楚，吴玉如作品艺术价值固然
很高，由于缺乏建仓的必要条件，并
不急于建仓。

四是精品重器没有进入市场，影
响了作品整体价格水平。近年来吴
玉如作品也时常流入市场，但遗憾的
是，市场上少见其代表力作。比如，
吴玉如喜研墨作书，反对使用墨汁，
而市场上多见的则是他在特殊条件
下用墨汁写的无奈之作。此外，吴玉
如作品不像其他人一样体现作者严
整的“作品”意识，他的很多作品没有
印章、落款，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就是
不完整的，给真伪鉴定也带来一定困
难。再有，吴玉如现存作品很多是为
了便于学生们读书而作，他以做学问
为目的，脑海里也就更没有“作品”概
念了。很多人对吴玉如了解甚少，加
上赝品充斥市场，投资者看到市场上
流通的那些良莠不齐作品，认为吴玉
如艺术本来就是这个水平，所谓的

“艺术大师”徒有虚名，这严重影响了
吴玉如作品的价格走势，收藏者的信
心也大打折扣。

当然，在一些知名拍卖行中，吴
玉如书法精品也时有出现，其成交价
格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超低。试举
例说明：

拍卖场次

中国嘉德2015年秋季
拍卖会

中国嘉德2015年春季
拍卖会

天津鼎天国际拍卖公
司2015年秋季拍卖会

天津鼎天国际拍卖公
司2014年春季拍卖会

天 津 晟 灏 拍 卖 公 司
2022年拍卖会

天 津 中 诺 拍 卖 公 司
2017年秋季拍卖会

作品名称

行书韩愈《伯
夷颂》

赠 俞 平 伯 诗
三首（蜡笺纸

书写）

杜 甫 诗 四 体
条屏

“山色钓歌”
对联

《报任安书》
册页

致 翔 宇 信 札
四通

作品规格

28cm*63cm，
约1.6平方尺

21.4cm*18.2cm，
约0.35平尺

132cm*32cm*4，
约16平尺

132cm*28cm*2，
约6.5平尺

25cm*15cm*23，
约8平尺

28cm*16cm*4，
约1.65平尺

成交
价格

17.25
万元

5.325
万元

40.25
万元

13.25
万元

32.2
万元

17.25
万元

当前，吴玉如作品的市场收藏条
件逐步成熟。一来吴玉如作品的市
场投放量呈增加趋势，精品力作能看
到的更多了；二来近十年来先后出版
各类吴玉如书法图书十多种，特别是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吴玉如全集》（全
十九卷）的问世，是笔者所知的书法
史上规模最大的个人书法作品与诗
文合集，这些都促进吴玉如艺术的传
播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三来吴玉如艺
术馆在南开大学设立十年来，成为其
书法鉴定的权威机构，面向社会无偿
提供服务，使收藏者有了保障。

这里提示广大读者和藏家对吴
玉如书法作品市场关注的四个重点：
第一，关注吴玉如书法壬午年款、丁
酉年款的作品，这两个年份分别为
1942年吴玉如第一次书法展和1957
年为六十周岁准备的展览，后者因故
没有办成。两次展览在吴玉如一生
中很重要，所以他创作了精心而成的
作品。第二，关注吴玉如自书诗稿、
信札，这些作品往往都是他的自然率
意、真情流露之作。第三，关注吴玉
如书法作品的“重器”，如代表作《三
体千字文》《离骚》《吴玉如自书诗稿》
和一些精品手卷。第四，关注吴玉如
用稀有材质书写的作品，如蜡笺、贡
纱、绘绢等，他对这些稀有材质情有
独钟，每遇佳纸，必出佳作，这些作品
数量少、艺术价值高。我们相信，随
着时间的推移，吴玉如作品的价值将
会被市场认可和重视。

（文/田正宪）

吴玉如书法市场之我见

何维朴（1844—1925），湖南道县人，晚
清书法巨擘何绍基之孙，以画山水著称。
这件《云山隐居图扇》巧妙利用了团扇的形
制，以高远、深远法构图，笔墨洒脱老辣，浅
绛设色，干湿笔的衔接运用自然娴熟，可以
看出画家精湛的笔墨功力。

何维朴有不少山水画明显受到“娄东
四家”的影响，但从这件扇面作品中可以看
出其对李成、黄公望、石溪、石涛等南北诸
家、不同画派之间绘画语言的摄取与融合，
跳出了“娄东四家”画风的禁锢。对于形象
的塑造，在用笔上可以看出画家对毛笔的
掌控有着极高的熟练度，细节处使人寻
味。整幅画面，糅合了不同笔法。前景一
组夹、点叶树的组合，中锋用笔，用墨润泽，
属元代黄公望笔法一路，而远处山峦上松
树，以侧锋渴笔草草绘成，不加修饰，有石
溪、石涛苍莽的笔墨意味。作品在绘制时，
以淡墨皴、擦为主，并没有拘泥于山石造型
的具象与准确。在整体山石结构初具雏形
之后，再根据画面需要随机对山石轮廓进
行调整，或以复勾来加强，或以横点来补
全。画中某些局部有明显的复勾痕迹，皴
法痕迹反而减弱了。

这种灵活的作画方式，避开了临摹的
限制，减少了过分雕琢所带来的习气，整幅
画面整饬了黄公望、石溪等人的笔墨语言
于一体，体现摹古中诸家程式融会贯通的
取法特性，作品呈现出一种墨气浓郁、苍润
交加的气质。

（文/陈梦瑶）

何维朴《云山隐居图扇》

吴夔先生（1914—1970）出生于昆
明，幼随父赴贵阳，后来随着成长又
辗转全国各地。其父为前清举人，他
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学培养和艺术
熏陶。那个时代的美术界人士一定
熟识吴夔先生，尤其是贵州和江苏南
京的艺术圈曾与他交往以及一道从
事创作的朋友一定熟悉他。但吴夔
先生由于 1970年早早过世，人们对他
曲折波澜的人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
并不了解，或者所知甚少。追溯历史
即可知晓，他在 20 世纪上半叶，曾与
沈钧儒、邹韬奋等各界名流交往。少
年时对艺术的天然热爱，使他顺利考
入“上海美专”，受教于校长刘海粟和
诸老师。后来又遇识徐悲鸿等画家
（包括外国友人和艺术收藏家）……
大时代的变幻、战争的风云、社会制
度的更迭与吴夔先生的一生交织，也
成 为 他 艺 术 创 作 无 法 脱 离 的 历 史
背景。

近期在中国美术馆和江苏省美术

馆相继展出了涵盖吴夔一生的美术作
品，尘封的往昔被揭晓，历史的帷幕徐
徐拉开——一位毕生追随时代步伐、
进而讴歌新中国伟大建设成就的艺术
家重新复活了，再度呈现在人们的视
野中。吴夔先生是一位跨时代的人
物，吴夔先生是一位值得被人们铭记
的、可以载入史册的杰出艺术家。

纵观吴夔的一生，他的艺术生涯
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一是抗
战时期。他涉猎了许多画种，如油画、
水彩、版画、宣传画、中国画，还有大量
生动的速写。此外，由于贵州属于山
区，山城岩崖耸立连绵，因而吴夔先生
还根据这一地理条件，绘制了巨型山
岩壁画，成为惊动当时的艺坛事件。
这些不同种类材质的作品除了一些对
当时当地风土人情的描绘之外，至今
流传下来的作品大都是他对抗战时期
中国军民浴血奋战、英勇不屈历程的
写照。

二是新中国时期。从时间跨度上

看，这一时期几乎占了吴夔先生一生的
三分之一（21年），是他艺术生涯崭新的
辉煌阶段，也是他绘画日趋成熟并更具
有时代特点的时期。新的艺术理念
——更重要的是，民众新的生活状态，
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祖国河山的新的风
貌——“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
臂摇”“喜看稻菽千重浪”“青山着意化
为桥”（毛泽东诗句），这一切都促发了
吴夔先生新的思考和激情。从画种来
看，尽管油画和水彩画构成了他创作的
重要方面，但中国画显然是他创作的主
导种类。从题材上看，上述时代的变更
和新的社会生活为他的中国画提供了
取之不尽的源泉。对景现场写生，把握
热火朝天的建筑大场面，透视拥有动人
情节的各个阶层的生活，表现不同季节
和气候（雪雨）中的人物活动情态，他的
中国画创作由此焕发出不同于旧时代
的艺术神韵。

吴夔先生绘画的艺术特点还体现
在这些方面：

第一，十分精到而又生动的造型
才能。中国传统绘画既注重“目识心
记”，但更强调“外师造化”，进而又要
求“中得心源”，要求画家创造中主观
情绪的渗透。这在吴夔先生早期的作
品中都一一得以印证。

第二，大场面以及整体氛围的把
握。这一时期，江苏一批中国画家已
成功地完成传统笔墨的变革和转型，

“山河新貌”在他们画笔中已然彰显出
与古人有很大距离的新境。一个具有
鲜明区域艺术特色又呈一流审美高度
的画派（以傅抱石为代表）呼之欲出。
而 吴 夔 先 生 则 是 他 们 当 中 杰 出 的
一员。

第三，写实且又富写意的笔墨形
式。吴夔先生那一代画家，既有深厚
的传统功底（参见他的《渝中山水》），
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画的影响。
但是他并没有因之而消解中国画的笔
墨内涵，并没有失去中国画的写意精
神。吴夔先生的作品善于展示大场
面，因而往往画面人物众多，形象繁
复，要能在宏观把握的同时，又能于微
观刻画中，使写实和写意两者相得益
彰，没有非凡的艺术才华是绝难胜任
的。这里我们要提一提他的书法。虽
然他并不以书法名世，但从其作品（尤
其是花鸟画）题跋来看，笔法劲健，骨气
铮铮，韵味自溢，这就大大强化了他的
中国画的写意风调。

第四，意境美感的表现。吴夔先生
许多山水作品——青山如黛，峰峦相
叠，烟云悠然，青绿色调，白墙黑瓦，令
人神往，皆是意境的绝妙手笔。

前文讲过，江苏在20世纪60年代，
逐步形成了一个高艺术水准的、区域风
格鲜明的画派，后来被称为“新金陵画
派”，像傅抱石、钱松嵒、亚明、宋文治、
魏紫熙和张文俊等“九老”就是代表人
物。尽管学术界对此尚有异议，但无可
否定，这是因时代感召集合而成的在思
想情感、审美趣味、艺术境界和理念上
息息相通的生气勃勃的群体。吴夔先
生常常与他们一道进行合作，也应属于
这个群体，并作出自己独到的贡献，且
自成一家（在筹备画展中，吴夔之女、南
京艺术学院教授姚红（从母姓），收集了
丰富的珍贵照片，花费了大量心血，从
中人们可以得到真切直观的感受）。他
的作品既记载和见证了历史，更显示了
绘画价值的魅力和不朽。

（文/樊波）

吴夔先生跨时代的美术生涯和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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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何维朴 云山隐居图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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