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林林总总的书画海洋里，有一种原先在欧美等地颇
为流行、现在已走俏中国的独立画种，它就是惟妙惟肖的钢
笔画。

钢笔画是一种具有独特表现力的绘画艺术，它靠其金属
笔尖沾上墨水，通过笔尖在纸面运行而形成线条。由于作画者
手势的轻重、缓疾、转折、点顿或重复所形成线条的疏密、浓
淡、凝重、飘逸等等各不相同，可充分表现所画事物的形、质乃
至精神层面的内涵，包括作者的思想、情感及心绪的宣泄。钢
笔画起源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的
许多欧洲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些著名插图都采用了钢笔画。
有不少精于钢笔画创作的画家，如伦勃朗、毕加索、马蒂斯等
均有许多优秀的钢笔画作品传世。我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也
曾流行过钢笔画，五十年代后，钢笔画艺术有所衰退，但当时
出版的大量连环画中仍有一些采用了钢笔画形式。“文革”结
束后，钢笔画艺术创作每况愈下。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里，
画钢笔画的人已是寥寥无几，优秀的钢笔画作品更是凤毛麟
角。究其原因，一是有人认为钢笔画创作周期较长，不如其他
画种画起来快，有些中青年画家急功近利，不愿意画；二是一
些画家感到普通消费者对钢笔画不甚了解，怕画钢笔画吃力
不讨好，没有市场前景；三是社会上有人认为钢笔画只不过是
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画种，难登大雅之堂。其实这只是人们在
钢笔画的认识上存在着误区。

进入新世纪以来，钢笔画在欧美等地很受欢迎，一些优秀
的钢笔画作品更是行俏，画钢笔画画家的收入也有所增长。我
国香港画家李蔷生先生在国内钢笔画市场很不景气的情况
下，数十年孜孜不倦，自辟蹊径，博取众家之长，以自然主义及
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创作了一系列优美清新的作品，成功地
建立了自己充满诗意的独特风格。他创作的《清末系列》钢笔
画，以清末民初的民俗风情为题材，每幅画的内容表现出当时
的风俗或生活缩影，画面上的人物、背景及道具通过画家朴实
又夸张的描绘，真实而富有生活情趣；技巧上则显示出娴熟完
美的功底，线条流畅，充分表现出钢笔画独特的艺术韵味。他
的作品得到了市场广泛的认可，如早在 2007 年香港苏富比春
季拍卖会上，李蔷生的钢笔彩画《沱江之晨——凤凰古城》以

31.2万港元成交。该画的首拍成功，表明了中国钢笔画已登上
了国际拍卖的大雅之堂，给热爱这种独特艺术表现形式的艺
术家及收藏家极大的鼓舞。2011年 9月，全国第五届钢笔画展
在浙江温州隆重举行，这届钢笔画展共收到参展作品 805 幅。
经过评选，最终共有 498 幅优秀作品得以展览，为历届钢笔画
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惟妙惟肖的钢笔画，吸引了无数美术爱
好者和书画收藏者前去观赏。这些优秀的新钢笔画作品更多
地突出画面的意境，强调心灵表达的直观性，展现了不同凡响
的艺术感染力，很受人民大众的喜爱与关注。

最近这些年，内地画钢笔画的画家逐步增多，一些独具慧
眼的收藏家开始收藏钢笔画作品。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钢笔画
——这一别具潜力的画种，在国内的收藏也会渐渐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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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海拾贝藏海拾贝

近读报章，看到很多老年收藏者上
当受骗的报道：湖北一位退休民警花 4
万元买回的金条、金币、玉器等收藏品，
经鉴定全是现代仿品；江苏一位退休大
妈花 40 多万元收藏的金条、十二生肖
纪念币等“高档收藏品”，经鉴定也是现
代仿品，总价值不过 400 元；陕西一位
老人买“圣旨”等“藏品”遭骗，气病入院
而离世。最近看某电视台鉴宝栏目，一
位花甲老人罄尽一生积蓄而购得一幅
著名画家张大千的“真迹”，本以为可以
一鸣惊人，却不料被专家现场鉴定为赝
品，老人当场色变，血压上升……

为何在收藏领域，“中枪”的多是些老
年人？那些骗子和赝品为何独独盯上了老
年人而上演了一幕幕“坑爷”的情节呢？

笔者认为，喜欢收藏的老年人之所以
屡屡“中枪”，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宅翁”使然。一些老年人尤其
是离退休的老年人，退归林下后，便“躲
进小楼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平时

“宅”在家中，与外界不交流，少沟通，不
知道外面的行情，不了解外面的变化，
不掌握收藏的走向，自己成了“宅翁”

“宅媪”。如此耳不聪目不明，自然对藏
市的“坑爷”伎俩不甚了了，上当受骗也

就在所难免了。
二是“经验”作怪。一些老年收藏者

思想固执，晚年搞收藏完全凭以往的“经
验”，拿“老本”作战，对藏市新发生的情
况、趋势、现状什么的，不闻不问，更不肯
接受，总觉得“我吃过的盐比别人吃过的
米都多，走过的桥比别人走的路都多”！
殊不知，藏市是瞬息万变的，以唐朝的视
野去瞭望清代的物事，自然是落伍了，同
频共振、与时俱进也就谈不到了。

三是获知面窄。一些老年收藏者平
时很少与外界交流，获知的收藏知识和
信息极为有限，仅仅限于网络、电视、书
籍等渠道，缺乏“实战”历练，尤其是缺
乏作伪技术、赝品的“实物教学”。因此，
知识面较窄，信息储量有限，上当受骗
时有发生。

四是炫耀虚荣。少数老年收藏者幻想
“一夜暴富，一宿成名”，热衷于轰动效应，
将收藏视野聚焦于名家名品、重器稀珍，
恨不得以收藏一方砚、一瓶瓷、一幅画而
名扬九州，声传乡里，博得众人的侧目、惊
叹、青睐和仰视！在这种畸形心理的驱使
下，贸然出手几率自然就多了起来。

五是贪财心理。这一点虽然不忍启
齿，但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有那么一些

老年收藏者，总是梦想“捡天漏”“一夜
发大财”。殊不知，在日趋健全规范的收
藏市场上，像昔日那种“捡天漏”“以百
换亿”的事情几无可能，老年收藏者趁
早打消这个念头。

老年群体是当下国内收藏领域中
不可小视的一股力量。那么，如何才能
保持这股力量的旺盛生命力呢？笔者认
为，当从四方面对老年收藏群体进行全
员素质的提升。

一是校正理念。老年收藏者要放平
自己的心态，树立起正确的收藏理念。

二是抓紧“充电”。老年收藏者要不
断地学习新的收藏知识，以弥补自身的
知识欠缺。

三是扩充“触角”。老年收藏者要走
出家门，多接触社会，勤与同行沟通，多
和同好交流藏品，探讨鉴赏，而不能再
当“宅翁”“宅媪”了。

四是慎思慎断。在收藏过程中，老
年人因财力有限，且多半是“过河钱”“养
老金”，因此在“重金购藏”时，一定要三
思而后行，万不可一时性急而贸然
出手！须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而
老年人是输不起的，无论健康
还是财力，抑或是心情。

收藏领域为何多“坑爷”
⊙钱国宏

⊙吴伟忠 文/图

在故宫博物院，经
常能看到一种似壶非
壶、似瓶非瓶的容器。

说它似壶非壶，是因为它有着壶的造型，却没有壶执；
说它似瓶非瓶，是因为它造型和瓶相似，却多了流口。
这样的容器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叫“贲巴壶”。

“贲巴”是藏语音译而来，梵语原为“军持”，也就
是藏语“壶”的意思。看来，所谓的“贲巴”还是壶。在使
用贲巴壶时，由于没有壶执，只能拿着壶身中端，因
此，多数贲巴壶的中端呈束腰状，这样方便把握。贲巴
壶来源于我国西藏地区，在藏传佛教中，它是佛前供
物，是进行佛事活动时用来贮水的净水壶。清代宫廷
和藏传佛教关系密切，皇室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因此，
贲巴壶也被宫廷大量制作，并被摆放在佛堂中，成为
一件法器。不过，如今流传于世的贲巴壶大多带有汉
藏两族文化密切融合的风格，尤其是珍藏在故宫博物
院的贲巴壶，许多是西藏的传统造型和宫廷的制瓷技
艺相互结合的产物，这样一来，它的观赏作用便胜过
使用价值。

笔者收藏有一只清代的粉彩贲巴壶，它看上去像
是一只台灯，有盖，盖呈灯罩形，就像是苗族少女所戴
的帽子；圆敞口；颈部呈葫芦状；削肩；鼓腹；有像鹅脖
子一样的流口；高圈足。这只贲巴壶口径 4.3厘米，底
径11.8厘米，高21.5厘米。壶身以胭脂红为地，其上装
饰缠枝莲花纹，只见莲花洁净盛开，枝叶弯曲扭转，就
像是敦煌壁画上的飞天。

在莲花中间，点缀佛教八宝，分别为宝伞、双鱼、
宝瓶、莲花、右旋螺、吉祥结、尊胜幢和法轮。在藏传
佛教中，宝伞象征以伞遮蔽魔障、守护佛法；金鱼代
表得解脱，寓意复苏、永生；宝瓶象征盛宝不漏、福
德圆满；莲花象征至清至纯，修成正果；右旋螺象征
佛陀说法，声震四方，如海螺之音；吉祥结象征大圆
满；尊胜幢象征去除烦恼得解脱，自身觉悟得正果；

法轮象征佛法会像轮子一样旋转不停，无止无歇。
在流口底端，有一个既像龙又像鱼的生物，它身

披鱼鳞，嘴角长有长须，嘴里生出一排牙齿，有一些牙
齿还是尖尖的，看起来凶猛无比，使人心生畏惧。它张
起嘴巴，就像是在噙住壶嘴一样。事实上，这种生物也
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叫“摩羯鱼”，也叫“摩伽罗鱼”或者

“摩迦罗鱼”。它出现在多种佛教典籍中，意为“巨鳌”或
者“鲸鱼”。在印度神话中，摩羯鱼是水神的坐骑。在壶
底，有“大清乾隆年制”的方形篆书款识，说明是清代乾
隆时期制作的。

清新典雅的莲花、动感曼妙的缠枝、精美绝伦的
八宝、栩栩如生的摩羯鱼，这只贲巴壶造型别致、纹饰
精美、曲线优美、做工精细，传达着安静祥和之美，令
人心神安宁、宠辱皆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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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彩莲花八宝纹贲巴壶（清）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
当自强。”这是北宋学者汪洙所作《神童诗》里的句
子，恰如其分地道出古人的进阶之路。

虽然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进身之路，但影响最大
的还属科举考试。这种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
盛于两宋，延续至明清，在我国有着 1300余年的历
史。不同时期，科举考试的侧重点不
同。像唐代的科举考试便注重诗
词歌赋；而宋代更重视实际
能力，尤其是“必考科目”
策论，思想性和可行性
是重点，其次才是文
采；明清时期，科举
考试更加僵化，注
重起承转合的八
股文流行开来，
表现出重格式、
轻内容的模式，
于 是 也 就 慢 慢
走入死胡同。唐
太宗李世民看到
新科进士们从金
殿大门鱼贯而入，
得意扬扬地说：“天
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在 从 隋 至 清 的 1300 多
年里，科举制度为我国选
拔了大量人才，如唐代的书
法家柳公权、大诗人王维、宰相
张九龄、名臣狄仁杰；宋代的大文豪
苏轼、名相范仲淹、改革家王安石；明代的首辅
张居正、心学大师王阳明；清代的名臣曾国藩、
李鸿章、张之洞；民国的教育家蔡元培、黄炎培
等都是从科举考试走出来的。正如《荀子》所言：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科举考试并非
求学的目的，而是“学而优则仕”，它是一种途径。
通过科举考试，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为己所用，学
子们能够治国安邦、平定天下。无论如何，科举考
试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成为牵动千家万户的
大事。成千上万的学子奔波在路上，他们要“进京

赶考”，只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的梦想。

笔者收藏有一只清代的粉彩笔洗，便是以赶考
为题材。它呈梅花状，五瓣花开，平底，边沿竖立，
圈足，直径 18.8 厘米，高 2.8 厘米。笔洗边沿为橘红
地，其上有描金鸢尾纹图案，内外壁为黄地，其上

有缠枝莲纹图案。笔洗内部，以粉彩施就
一幅图画，只见河水泛泛，岸边柳枝

依依，芳草萋萋，野花开遍，有
一座木桥，正通向河对岸。

在柳树下，有一个文士模
样的青年正在和一个年

轻的贵妇人话别，文
士的手握住贵妇人
的手，一副恋恋不
舍的模样。贵妇人
也是含情脉脉，不
想 文 士 离 开 。似
乎，在这一刻，两
人有说不完的话，
道不完的别。此情
此景，就像走入徐

志摩那首著名的《沙
扬娜拉》，“道一声珍

重，道一声珍重，那珍
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

娜拉”。在他们旁边，有一个
书童模样的少年，他头戴斗

笠，挑着担子，一副将行欲行的模
样。可以看到，担子上有被褥，有雨伞，

有书籍，当然还有写字要用的笔墨纸砚。在盘底，
有“大清乾隆年制”的方形篆书款识，说明这只笔
洗制作于清代乾隆年间。

看样子，文士是要进京赶考。贵妇人是他的
妻子，她希望他这一去能够金榜题名、飞黄腾
达。文士也会嘱咐妻子，在家好好孝敬老人，照
顾孩子，并注重勤俭持家，当然也会告诉她，“千
难万难，一定要等我回来”。这样的情形，在从隋
至清的 1300 多年间，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回，重复
了多少遍。

粉彩笔洗话科举粉彩笔洗话科举
⊙黑王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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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余士
和吴钺共同绘
制的图册《徐
显卿宦迹图》，
记录了明万历
年间吏部右侍
郎徐显卿的为
官业绩，现存
26 开，每开纵
62 厘 米 ，横
58.5 厘 米 ，现
藏于故宫博物

院，其中第十一开为《棘院秉衡》。棘院即古代开
科取士的地方——贡院，因贡院用荆棘遍置围
墙，故名；秉衡寓意秉公无私。此图表现了徐显
卿公平公正主持科举考试之事，从中也可看出古
代科举考试的情景。

北京贡院为全国会试的考场，建于明永乐十
三年（1415 年）。早期贡院很简陋，举子考试、吃
住的场所称为“号舍”，是用木板和芦席搭建的
棚子。会试的时间一般在农历二月，名曰“春
闱”，时间为 9 天 3 场，每场 3 天。万历二年(1574
年)三月，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对贡院进行改扩建，
次年九月告竣。重建后的贡院面积扩大了，建筑
布局严谨，墙垣高耸，环境阴森，公堂、衙署高大
森严，高墙四周各建角楼以备监考瞭望之用。

《棘院秉衡》所绘即是这次重建后的贡院情景。
史载，徐显卿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 年），隆

庆二年（1568 年）进士。万历二年(1574 年)，徐显
卿作为同考官，参与会试校阅试卷；十一年(1583
年)，他再次参与会试校阅试卷；同年秋，作为主
考官主持武举会试，《棘院秉衡》描绘的即是此
次主持科考。画面所绘场景是贡院的主体建筑，
前面尚有两重大门：外面的大门分左、中、右三
路，立牌坊三座，左为“虞门”，右为“周俊”，中为

“天下文明”。牌坊后又建两座门，每座两侧都配
有小厅，用来稽查进出人员，靠右一侧的大门为

考生进出之门，称作“龙门”，取“鲤鱼跃龙门”之
意，考生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搜身，以防
考生身上藏有“夹带”。

图中贡院内的官衙房屋排列整齐，树木葱葱
郁郁，晨雾笼罩，凉风习习，应是天刚蒙蒙亮。考
生、监考、考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考场肃穆，
气氛紧张，整个画面一片静谧，好像掉根针都能
听得到。甬道最前正中是明远楼，为三重檐，歇
山十字形屋脊，楼下四隅各开券门，楼上彩旗飘
展，四边站有监考官、巡查官，登临眺望，严防
考生作弊。甬道两旁是一排排号舍，东西两侧建
有号舍 70 区，每区 70 间，为砖瓦结构，考生坐在
其间，正苦思冥想作文。明远楼后中部是至公
堂，为尖山式悬山屋顶，前出抱厦五间，室内端
坐者为监考官，两侧有东、西大库。再后一进院
落，正厅为聚奎堂，这是主考官所居之地，其中
身着红色官服者为徐显卿，旁有侍者站立。两侧
有几个院落在绿树掩映之下，是同考官、内监
试、内掌卷等“内帘官”们办公居住的场所。其
他建筑还有考试官、御史等官员的公堂、居室、
点名厅、守备厅、监试厅及印刷刻字、誊录、受
卷、弥封等处所。

宦迹图是古代官僚集团的真实写照，涵盖了
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典封礼仪、宗教哲学、民俗
艺术、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明清时期的宦迹图
一般都是官员在功成名就或致仕后邀请画家创
作，目的是为了记录本人奋斗的足迹和取得的功
绩，以激励教育子孙后代。在创作上要求画家要
有一定的写真技巧，追求事件环境的真实性和人
物形象的逼真、神似。所画内容、形式要体现主
人的意愿和审美情趣，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实
际情况，所以具有写实性，并且条理清晰，内容
准确翔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为历史研究留
下了重要的形象资料。《棘院秉衡》见证了北京
贡院以及科举制度的兴衰，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
者对文化和人才的尊重以及科举制度“公开、公
正、公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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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卿宦迹图·棘院秉衡》

书生赶考梅花形粉彩笔洗书生赶考梅花形粉彩笔洗（（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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