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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资讯

匡时秋拍：国宝手卷元人
《瑞鹤诗》首次现世

本报讯 11 月 11 日上午北京匡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获知，将有一件海外回流的国宝级元人书法手卷亮相于

11 月底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拉开帷幕 2011 秋季艺

术品拍卖会。此手卷为元代著名文臣阎复等文人名士

奉元成宗诏命为苍生祈福作诗唱和的书法合卷。《崇真

万寿宫瑞鹤诗唱和卷》长达近十米，从明代开始古代文

献中多有记载。它的面世不仅是古代书法的重要发现，

更为研究元代诗歌和古代道教文化提出了重要佐证。

集书法艺术、文学与历史价值于一体，堪为国宝，首次现

世，足以轰动藏界，引发各方关注。

这件元人名迹的面世，不仅拾回书法史、文学史上

一个遗失的剖面，也揭晓出一段宋元时期江南道教与皇

族 的 深 刻 渊 源，且 集 儒 道 之 大 成，价 值 之 珍 贵 不 言 而

喻。纵观十多年来的国内艺术品市场，元代隶书作品堪

称 凤 毛 麟 角，揽 如 此 众 多 亮 点 于 一 身 者，更 是 难 得 一

见。近几年，书法作品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价格更是

连创新高，在书法市场已经迈进亿元时代的今天，《瑞鹤

诗》的此番亮相，必将再度掀起拍场中一片波澜。

（焉 笑）

本报讯 11 月 13 日晚 8 点，中国嘉德 2011 秋拍备受

关注的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专场在北京举槌，

经 过 两 个 多 小 时 的 激 烈 竞 价，最 终，该 专 场 成 交 额 达

10.73 亿元。其中，齐白石盛期精品《山水册》以 1.94 亿

元问鼎。随后，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王翚《唐人诗意图》

再次迈过亿元大关，以 1.265 亿元易主，这也创出王翚

作品的新纪录。此外，傅抱石《琵琶行诗意》（8280 万

元）及黄宾虹《山川卧游卷》（5290 万元）均创出画家拍

场纪录。

11 月 12 日，中 国 嘉 德 2011 秋 季 拍 卖 会 在 北 京 举

槌，在当天上午进行的季羡林先生藏书专场中，共汇集

季羡林先生旧藏中文古籍共 165 种，广受关注，最终，该

专场成交额超过 1620 万元，成交比率高达 98%。中国

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先生表示：“此次季羡林

先生藏书受到藏家热捧，最终成交额为估价的三倍左

右。从本场情况可见，藏家对于季羡林先生的藏书及

其家人的这种处理方式均为认同，季先生从民间集藏

的书籍回到民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其中，董诰等

辑《全唐文一千卷目录三卷》清嘉庆十九年内府刻本以

494.5 万元拔得头筹。这部书为殿本，纸张、印刷均为一

流，且品相完好，极为难得。此外，《四部丛刊附二十四

史》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以 138 万元位列第二。欧阳询撰

《艺文类聚一百卷》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昌黎先生集

四 十 卷 遗 文 一 卷 集 传 一 卷》明 东 吴 徐 氏 东 雅 堂 刻 本，

《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上下卷龙城录上下卷附录上

下 卷》明 嘉 靖 间 郭 云 鹏 济 美 堂 刻 本 均 拍 出 80.5 万 元。

此外，同天进行古籍善本专场成交额近 4000 万元。宋

濂等书《明五贤墨宝》明写本，集明初至嘉靖间著名学

者书家之翰墨，至为罕见，以 402.5 万位列首位。此本

首有周愨摹明宋文宪公像，内有洪武六年宋濂款书《王

君子与文集序》、刘楚手书《三槐王先生輓诗叙》、王达

手书《单于出猎歌》、王宠楷书《阿房宫赋》、周光书《昔

游卷叙》。尾有梁同书观款、吴家琭长跋、严群跋。周

作人撰书《秉烛后谈》手稿为其 1937 年至 1943 年写本，

105 页，收录其间所作短文之原稿，后辑为《秉烛后谈》

出版，最终以 345 万元高价成交。另一周作人撰书《药

堂杂文》手稿为周作人于 1940 年至 1944 年间所作短文

17 篇，后辑为《药堂杂文》，最终以 230 万元成交。

（任 伟）

嘉德秋拍收槌
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专场成交10.73亿元

本报讯 日前，以“东方既白”为主题的中国国家画

院建院三十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展览包括国画作品展、油画作品展、版画作品展、书法

篆刻展、雕塑作品展、公共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画院

院史展以及在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的青年美术作品

展，共计 8 项大展。展览开幕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

大厅举行。各级领导、驻华使节、海外学者、艺术各界

代表、企业代表、各美术机构代表及国家画院各专业人

员约 700 人出席了庆典大会。

大会由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主持，中

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中

国文化艺术联合会副主席冯远、文化部副部长李洪峰

分别发表致辞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李洪峰副部长说，从“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到“中

国画研究院”再到“中国国家画院”，国家画院己步入而

立之年。国家画院的同志们以严谨求实的态度，认真

研学中国文化中经典的艺术遗存，重视对中国传统艺

术形式和风格的整理、研究和创新性运用，创造了很多

在中国当代美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美术作品。

他认为，国家画院已经从单一的国画专业发展到

国画、书法篆刻、油画、版画、雕塑、公共艺术、美术研究

等专业齐全、机构完备的现代新型画院。在杨晓阳院

长等领导班子成员的组织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

国国家画院同时举行了 8 个展览，履行了文化部“全领

域，全覆盖”的要求，展现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最高水

平。同时举行的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美术”为主题的

大型学术论坛云集了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展览与

论坛充分表现了国家画院的学术追求，即树立当代美

术创作的“中国风格”，建立当代美术价值体系的“中国

标准”，彰显“中国精神”。展览与论坛整体展现了中国

国家画院的辉煌历史和当今丰硕的创作研究成果，向

社会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画院形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发言结束后，领导和嘉宾对这次展览进行剪彩，随

后与参展画家及观众观看了这次大展。 （任 伟）

东方既白·中国国家画院建院三十周年美术展览隆重举行

在日前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

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会议提出，大

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

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有专业人士认为，这表明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

经济成就后，在文化领域提出更高追求。这是继 1996

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

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命题，也是本届

中共核心领导层，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重

要议题。

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十一五”时期，全国

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在 15％以上，比同期国内生产

总值增速高 6 到 8 个百分点。特别是，面对 2008 年开

始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文化产业消耗少、污染低、附加

值高的产业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张扬。正如文化部部

长蔡武所总结的，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发展，文化产

业已经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

活、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提升经

济、产业和产品的文化内涵、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经济

结构和产业结构、扩大就业和创业的重要产业；已经

成为提升国家和区域文化品格、增加吸引力、扩大影

响力、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

明确提出了“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的战略目标。因此，“十二五”时期将成为我国文

化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将决定文化产

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性产业地位的确立。

文化产业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为主线的时代帷幕正在徐徐开启；以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为诉求，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为动

力的全新文化景象正在呈现。

文 化 部 拟 定 了《“ 十 二 五”时 期 文 化 产 业 倍 增 计

划》，提出在今后 5 年内实现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

增加值比 2010 年翻一番的发展目标。为此，将着力打

造服务平台，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积极推动文化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切实把握好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加强文化市场环

境和市场体系的建设，通过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

的基础性作用，破解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人才瓶颈、

资本瓶颈、文化内容产品的瓶颈；充分把握文化与科技

融合的趋势，关注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等新

兴业态，积极推进以实景演出和旅游定点剧场为载体

的文化旅游演出和灯光音响、舞美乐器、笔墨纸砚以及

民间工艺品等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重视电影院

线和演出院线的建设，积极推动二、三线城市影剧院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创新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注重不

同文化产业门类的细分化研究，为新的符合文化产业

发展实践的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制定提供先导性

研究基础；关注文化产业与城市化建设的关系，充分发

挥文化产业在扩大文化消费、增加就业以及拉动经济

增长方面的作用；关注文化地产与文化产业内容的关

系，警惕和防止单纯地发展文化产业的“唯 GDP”倾向；

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上，要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和平崛

起的国家战略与国家软实力建设关系，扩大和提高文

化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努力拓宽文化产

品“走出去”的途径。

总之，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既

是我国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需要，也是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我们相信，“十二五”期

间，随着政府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技术创

新、土地等方面政策的进一步完善，随着文化体制改革

的深化，文化产业必将迎来一个发展繁荣的全新阶段。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勾勒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辉煌前景，各界人士对此深感振奋，深受鼓舞。

尤其是公报中的“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

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创作生产更

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

重要途径。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引

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等论

述，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永进认

为，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

刻回答了我国文化建设中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

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

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表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相关表述是公报最大亮点，将国家

重大战略推向新的高度，并细化了部署。三十多年来，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

提高，但文化发展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国际影响

力却不相称，全会做出的部署意味着中国强化了文化在

国际竞争中重要性的自我意识，理清了以经济强国推动

成为文化强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并重的思路。

日前，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确立了到 2020 年，文化事业全面繁荣的宏

伟目标，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使得文化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郭之龙）

本报讯 2011 年，恰逢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六十周

年，几十年来西藏也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向世人揭开自己

的神秘面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北京画院与李

可染艺术基金会联手合作，专门组织学术力量策划的藏

迹——李小可版画作品展于 11 月 13 日上午在北京画院

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集中展示二十多年来李小可先

生深入藏区创作的丝网版画作品百余幅。

“藏迹”中展出的版画作品均脱胎于李小可近 30

年来数十次深入藏区的摄影作品，近万张“ 藏迹”照

片可以看出艺术家探索版画语言再现那些充满灵动

与激情画面的全过程，这些画面也已成为艺术家生

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这批版画的创作，如同那些

将佛像与经文雕刻在石头上、印制在经幡上的藏民

一般，怀着虔诚的心将心中那不灭的记忆静静迹化

的 过 程 。 艺 术 家 对 于 藏

地 、藏 人 那 份 特 有 的 敬 仰

和 感 动 也 通 过 这 些 版 画 作

品流露出来。

展览结束后，李小可把

这批以藏地、藏民为主题的

版画创作全部捐献给北京画

院，将自己数十年艰苦探索

而结出的丰硕成果回报给人

民、回报给社会。

（焉 笑）

本报讯 台湾世界宗教博物馆是全世界首座以世界宗

教为主题的博物馆，于今年 11月 9日举办十周年馆庆，与北

京首都博物馆合作交流特展，并举办系列活动庆祝，除了扩

大博物馆展厅范围、优化参观动线之外，还拟加强未来两岸

博物馆的交流与合作。为让大陆民众认识世界宗教博物

馆，创办人心道师父特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馆庆系列活

动的记者发布会，邀请国家宗教局代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

事处代表、北京市文物局代表等莅临指导，并有北京大学教

授、知名收藏家等人与会。

为了庆祝十周年馆庆，世界宗教博物馆特别进行大规模

的空间改造，拓展更大的展览空

间，举行馆庆一系列特展，其中以

与北京首都博物馆合作的智慧

华严－北京首都博物馆佛教文

物珍藏展最为引人注意。展出

首都博物馆珍藏的 102 件汉传、

藏传文物。这些属于皇宫收藏

品的文物涵盖了佛教造像、绣经、

佛画、唐卡和法器等不同形式，

品类繁多、风格多样、精品荟

萃，充分展现了汉藏佛教文化

艺术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郭之龙）

本报讯 2011 年“历史·新宋庄”艺术大展日前在

北京上上国际美术馆隆重开幕。

展 览 共 分 8 个 板 块 ：现 当 代 水 墨 单 元 、架 上

绘 画 单 元 、雕 塑 装 置 图 片 单 元 、策 展 人 文 献 单

元 、传 统 国 画 书 法 篆 刻 单 元 、诗 词 单 元 、建 筑 设

计 服 装 茶 艺 单 元 ，以 及 研 讨 会 文 集 单 元 。 展 览

根 据 不 同 的 学 术 方 向 ，从 7000 多 名 宋 庄 艺 术 家

中 遴 选 出 532 位 有 代 表 性 的 作 品 进 行 展 示 ，并 对

宋 庄 呈 现 的 多 元 艺 术 形 式 进 行 展 示 ，展 品 多 达

1000 件 。

“ 历 史·新 宋 庄”的 概 念，是 基 于 对 上 世 纪 90 年

代初宋庄村落入驻艺术家开始，直至今日宋庄近 20

个 年 头 发 展 史 的 分 析 及 解 读 而 得 出 的 。 宋 庄 艺 术

生 态 发 展 的 20 年，从 几 人、几 十 人 到 了 现 在 的 七 八

千人；由原先边缘“ 原始”的聚居群落发展到了现在

的 中 国 乃 至 亚 洲 前 卫 艺 术 中 心 和 多 元 文 化 中 心 。

该展览及时反应了宋庄的新面貌，并推动新时代宋

庄艺术文化的发展。

（王 洁）

展览资讯

纸本手卷 31×832.5cm

藏迹——李小可版画作品展开幕 首座世界宗教博物馆举办
十周年馆庆活动

“历史·新宋庄”
艺术大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