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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北京報道）以「影像．世紀」為主題的2015北京國際攝影周系列
展覽今年分為國際展和國內展兩個單元。國際展單元中，《逝去的記憶——美國著名攝影師薇薇
安．邁爾原作展》、《英國皇家攝影學會1839-1930年典藏作品展》等一批外國攝影師精品將集
中展出。而在國內展覽中，《「中國大閱兵——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大型圖片
展》將用100多幅照片再現閱兵盛宴，並用鏡頭記錄了閱兵背後的諸多故事。
主辦方表示，2015北京國際攝影周主要由「開幕活動、系列展覽、攝影市場、攝影講堂、專

題活動」五個板塊組成，將以中華世紀壇為主場地，另有40餘項論壇等活動分佈在北京重點高
校和文化場所，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

藝術品市場小寒，讓10月香港首輪秋拍場成為藏界最有看點
之處。不過無論是國際拍賣行還是遷徙而來的中國本土拍賣
行，在適應的策略調整下，成績尚可觀。不僅如此，讓人心安
的是，市場雖然冷靜然而藏家並未離場，理智觀望，已是低溫
中市場給出的最好回應。中國嘉德香港，依舊是老店做派，沉
穩質精，1.97億港元的總成交額，與今年春拍成績幾乎持平。
「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香港嘉德今秋亦是將攤子鋪

開，八個專場的設置，給出多種選擇之餘亦有亮眼處。其中，
「所濟彌遠——王濟遠書畫擷珍」專場，更實現100%成交，再
獲「白手套」佳績。
中國近現代書畫板塊的三個專場中，老牌「觀想——中國書
畫四海集珍」專場總成交逾6830萬港元。其中任頤的《山窗清
供》，經過幾輪承價，最終以295萬港元落槌。古代書畫部分
以明賢金箋扇面十二幀及王翬《羅浮山樵圖》居首，分別槌出
730萬港元與728萬港元，價格觀照價值，此次王翬一作流傳有
序，名手六十歲所作精品，清宮舊藏，雖未編入《石渠寶
笈》，但份量與著錄可謂相當。「大風法脈——大風堂師友門
生翰墨聚珍」專場，成交比率為71%，總成交逾375萬港元，
拍前估價10萬港元的《御龍天王》，最終以59萬港元成交，達
估價之6倍。
現場氣氛最為熱烈的是「所濟彌遠——王濟遠書畫擷珍」專
場，該場中大部分作品以高出估價數倍價格成交，100%成交
率，斬獲「白手套」，價值最高者為王濟遠絕筆作品《瓜
果》，經場內外藏家激烈競逐，以遠高於估價30倍的24萬港元
槌落場中藏家。
「見微知著——奉文堂吉金」一直獲香港本土及外地藏家關
注，此次呈現香港著名收藏家陳淑貞女士私藏，現場買家競價
踴躍，一件「漢青銅烙銀瑞獸紋杯」，估價為100萬港元，最
終以逾624.5萬港元成交，由著名收藏家劉益謙競得，為本場冠
首之明星拍品。
現當代油畫、雕塑部分，「中國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專場

上，吳冠中畫作《綠色的海》，以330.4萬港元成交，寫出全場
最高成交價，井上有一的書法作品《匹狼》，以高出估價近3
倍的59萬港元成交。青年藝術家中，拍前備受矚目之袁遠作品
《造火車》以96.76萬港元成交。
「餘香——日本竹藝精品」專場，是香港嘉德今季首度推出
的專場設置。其中明星拍品「湘江清影龜山古竹齋鳳尾竹冰
裂編提梁花籠」、「竹君子和一齋鳳尾竹編提梁花籠」分別以
35.4萬港元及33.04萬港元的成交價被同一名藏家收藏。
與過往相比，今年秋拍上拍的高價拍品不多，「天價」雖然

不再，藏家對拍品亦是審慎選擇，但對於質精量罕的藝術品依
舊有着強烈的追求。嘉德香港執行副總裁蔣再鳴對本次拍賣的
總結是，「今年秋季遇經濟清冷，藝術市場同樣受到波及。不
過，經過調整，是次秋季拍賣，精品依舊被藏家朋友們追捧，
許多拍品以超過估價數倍的價格成交，讓我們看到市場堅實穩
健的一面。在中國嘉德香港穩健的進程規劃中，力求永續為終
極目標，所以我們穩紮穩打，不求短期效果。這將會換來更大
空間，進行學術梳理和提升藏家服務。無論是特色的專場，還
是重點的拍品，專業性以及周延的客戶服務是我們最看重的，
而我們相信，這也是藏家最看重的。」此言道出嘉德香港的策
略，亦是切切實實的拍市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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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香港2015秋拍
1.97億收槌

文：張夢薇

2015北京國際攝影周
展現鏡頭下的世紀影像

通通彩彩畫畫
所謂通彩畫，乃是指在通草片上以西方的水彩畫再結合中

國畫傳統的寫意方式而形成的水彩畫。通彩畫是近代西學東

漸以及西方掀起「中國熱」之後的產物，是近代中國曾經非

常重要的外銷畫。通彩畫的歷史，見證的不僅是一段中西方

的藝術交流史，也是東西文明碰撞過程中極為特殊和重要的

歷史存留，具有極大的研究、人文與學術意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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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博物館正舉行「圖像證史：十
九世紀中國外銷通草水彩畫精品

展」。今次展覽展出的展品約有110
多件套，乃是深圳金域文化近年來的
海外搜集。展覽會一直持續到十一月
一日。從展品角度看，內容涵蓋近代
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不僅是藝術的
存證，更是探尋近代西方中國觀念和
印象的重要途徑。

開放與封閉的並行
新航路開闢之後，中國南方城市例

如廣州，開始漸漸與外部世界進行了
交流和通商，著名的廣州十三行便是
這一時代的產物。
在這一時間中，中國的茶葉、工藝

品大量輸出歐洲，同時，西方掀起的
東方熱、中國熱也漸漸擴展至文化層
面。通彩畫便是在東西方交流的背景
下、為適應和滿足西方人士了解中國
的需要而產生的。
這個時代的特色是開放與封閉並

行。一方面，廣州開始對外開放，西
方的洋行和商人進入華南地區。但是
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因為
這樣的開放而令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有
變化。通彩畫的題材中，最樂意捕捉
和描繪傳統中國人的生活和色彩，並
且將社會結構和形態的縮影，在通草
中加以描繪和表達。所以，在通彩畫
這一藝術形式中，感受到的乃是開放
與封閉的同時存在：一方面，通彩畫
是對外交流的產物；另一方面，通彩
畫中的題材則具有鮮明的古老東方

性、中國性。
通草畫中的普通中國人勞作之景

象，應該不是虛構，他們作為藝術的
刻畫對象，還停留在手工製造的農耕
時期。但西方熱衷於通彩畫的年代，
則已經漸漸進入了機器工業的新時
代。從這個意義上說，通草畫的存
在，在某個程度上滿足了西方人追尋
前工業革命時代生活景象的一種心理
和願望。

為外銷而存在的特殊藝術
通草畫作為西方世界審視中國文化

的一個窗口，一開始便是為外銷而存
在。因此，與一個畫家單獨完成油畫
或是中國畫的傳統藝術創作方式不
同，通草畫的創作具有非常鮮明的分
工色彩。這種分工色彩也是通草畫商
業化特色的一個體現。
曾有人回憶起中國的通草畫製作：

分工式大量製作；一些人專門畫人或
物，一些人專畫手或腳，還有一些人
畫房子；但是，他們往往都不能自己
獨自完成一幅畫。這種分工的繪製方
式，便是為了大量生產通彩畫，以便
外銷之用。據今次展覽的訊息顯示，
當年的廣州，畫工差不多有三千人，
有的從事繪畫，有的在裝飾工藝部門
工作。
據了解，通草別名大通草、通花、

方草，主要生長在中國的東南部。春
秋戰國時期，通草被用來製作飾物，
到了宋代，其花粉還被用來治療惡
瘡。而在漢代，通草也被用來製作人

工花卉，運用於插花。明清時期，通
草已大範圍流行，甚至到了民國時代
甚至今日，通草片的製作仍舊沒有停
止。
據悉，用來繪畫用的通草片，通常

是一等品。但無論怎樣，通草片經過
長時間之後，會變脆，顏色也會慢慢
減退，所以通草畫的保存非常難。

畫面上的傳統中國生活
伴隨通彩畫的輸出，西方世界對中

國也越來越了解。通彩畫中的傳統中
國生活，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封建中
晚期時代的描寫與存證。在早期東方
熱潮中，文化與社會生活構成了西方
人的觀察視角，也在某種程度上留下
了近代中西交流的時空素描。
通彩畫中的中國人生活，在文化的

層次上，依然延續着傳統意義上的精
神面貌。在一些通彩畫作品中，戲曲
文化史通彩畫描繪的重要題材，東方
藝術對西方的吸引力及影響也可見一
斑。而在社會生活層面，濃厚的階層
等級制度也是通彩畫的內容之一。清
朝貧民階層的生活與達官顯貴都出現
在了通彩畫的畫面中。毫無疑問，這
為當時的西方社會觀察中國社會流變
以及後來更加疾風驟雨式的中西碰
撞，提早預設了伏筆。
通彩畫作為一個時代的藝術產物，

已經漸漸消失。如今，回眸這一段被
逐步遺忘的中西方藝術交流史，亦更
能夠表現出通彩畫在中國藝術發展長
河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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