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坤国际拍卖2024年大众淘宝艺术品拍卖会将在南京举办 第三届江苏省篆刻作品展

恒坤国际拍卖2024年大众淘宝艺术品
拍卖会将于12月 14至 15日在南京河西万
达广场举办。此次拍卖以大众参与为导向，
作品涵盖中国书画、油画、摄影、玉器、紫砂、
瓷器、文玩杂项等，设置了八个专场。

无底价专场（一）、（二）涵盖大众喜欢的
国画、玉石挂件、青年油画，分别是500元、
800元起拍，亲民的设置，可做装饰品、馈赠
品、把玩件。

书画专场有近现代、当代书画设置，近
现代部分有“草圣”林散之书法，江苏名家费
新我、武中奇、陈大羽书法，新金陵大师钱松
喦、宋文治等书画作品，著名画家郑乃珖先
生同一上款作品、南村志郎先生同一上款作
品，内容丰富，起拍价低。当代书画名家有
高马得、田原、徐善、吴元奎、秦剑铭、赵绪
成、郭怡孮、韩天衡、尉天池、黄惇等，油画作
品有著名画家曹俊、邢健健等，非常值得关
注。

玉器部分，形式各样，有挂坠、手镯、山
子摆件等，大部分附有证书。紫砂部分为主
要机构委托，作品出自老中青各层次名家之
手，大部分有合影和鉴定证书。紫砂界大师

有蒋蓉、汪寅仙、徐汉棠、李昌鸿、鲍志强、顾
绍培、季益顺等。“国大师”“省大师”、高级工
艺师云集的紫砂专场起拍价皆为2000元，
是老藏家的一次艺术大回馈、艺术大检验。

瓷器杂项部分有清代老瓷、当代名家绘
瓷、各式家具、印章文房等品类丰富，满足大
众的需求。 艺文

展览时间：2024年11月30日—2025年1月5日
展览地点：包俊宜艺术馆

（太仓市科教新城文昌路和天如路交汇处）

此次展览共收到来自全省各地作者投稿
作品 427 件，经评审最终确定入展作品 118
件，其中优秀作品20件。展览亮点纷呈：一
是风格多样。古玺印风、将军印风的比例相
对较高，这一点与全国其他地区的风格取向
较为同步；元朱文印、明清流派印风也占有一
定比例。在材质方面，除了常见的石印，更有
金属印、陶瓷印。整体作品呈现出风格多样、
观照传统、敢于创新的良好局面。二是作者
年轻化。江苏重视篆刻人才的培养与队伍的

持续发展，众多年轻印人投身其中，为江苏篆
刻注入新鲜活力，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专业
训练，成为江苏篆刻发展的新兴力量。三是
整体水平较高。江苏篆刻在全国印坛影响广
泛深远，此次展览经严格评审，从众多投稿作
品中选出的入展作品与优秀作品，代表了江
苏篆刻的较高水准，体现出江苏印人扎实的
艺术功底与创作能力。

“文脉心迹”——全国中国画作品邀请展
展览时间：2024年11月26日—12月10日
展览地点：南通美术馆三楼A区展厅（南通市崇川区湖东路66号）

“文脉心迹——全国中国画作品邀请展”是
江苏省中国画学会品牌性、专业性、学术性的重
要展览活动。本次展览汇聚了一流的中国画艺
术家，精选了六十余幅作品集体亮相南通，参展
作品题材广泛，主题鲜明，视角各异，风格多
样。就形式语言看，该展山水、人物、花鸟各科
齐全，工笔、写意、兼工带写各艺术语言皆俱，可

谓是一次中国画全科目、全语种、全覆盖的综合
性展览；就表现内容看，参展艺术家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秉持“笔墨当随人”的为人
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力求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在学术上积极探索、
不懈试验与大胆创新，可谓是一次描绘时代新
风貌、追求学术新建树的具有双重意义的展览。

预展时间：2024年12月12日—13日 拍卖时间：2024年12月14日—15日
预展及拍卖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河西万达广场商务区C座1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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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春山居图的思考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

□萧平

我曾两次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亲密
接触，第一次是 1996 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第二次是 2011 年 6 月在台北故宫博物
院。前次仅看到了《无用师卷》，第二次则是
《无用师卷》与《剩山图》之合璧，还同时看到
了曾被乾隆误判为真迹的《子明卷》及数家
临仿本。欣幸之中，想到了一些问题，述如
下。

《富春山居图》为元代大画家黄公望于
1350年创作的山水长卷，在高33厘米，长约
700厘米的画卷里，画家以轻松的笔调，描绘

了富春江沿岸的自然景色与生活状态，表现
出作为隐者的黄公望“超然物外，物我两忘”
的生命情怀。在艺术上，以书入画，拓展了笔
墨的表现力，开创了抒情写意的新境界，在中
国文人画传承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一件旷世名作。

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号一峰，
又号大痴。江苏常熟人，本姓陆，自幼家境
贫寒，父母无力抚养。永嘉九十岁老翁黄
乐，无子嗣，收养了陆家这个孩子为义子，黄
翁高兴地说：“黄公望子久矣！”这便是孩子
取名“黄公望”，字“子久”的来历。黄公望虽
出身低微，但他奋发上进，博涉经史，多才多

艺。年轻时曾在府衙里任办理文书的小吏，
中年被引荐入京师任职，后因案受牵连入
狱。五十岁出狱后放弃功名，浪迹于江湖之
间，以道士为业，并寄情书画为乐。他经常
游历于苏州、杭州、松江、富春等地，游历所
见，皆化作胸中丘壑。在元至正七年，他前
后用了四年时间，为他的同门师兄弟一个叫

“无用”的道士，画了这幅《富春山居图》。一
幅画何以画了三四年？在画家卷尾的题识
中，得到了答案：“至正七年（公元 1347，时
79岁），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
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叠叠布
置如许，逐旋填劄，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

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
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
取豪敚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
也。十年（公元 1350，时 82 岁）青龙在庚寅
歜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
堂。”从这段题识中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有三
点：一、《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的晚岁之作，
此作完成五年后即去世。二、此画是画给一
个叫“无用”的同门师兄弟的，无用担心有

“巧取豪夺”者，嘱黄公望在尚未完成的画上
先题上自己的名字。三、因常常云游在外，

“早晚得暇，当为着笔”，这幅画从其82岁画
至85岁，长达三四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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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