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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迈进奇石艺术品化的新时代　　当代新派赏石法及各种版本的赏石评判标准，都从继承传统赏石
美学的起点出发，以西方的艺术哲学为学术参照系，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西方艺术品的评判标准来阐
述、分列、细化、解释其美学赏析标准。
无论是提出新派赏石法的理论家们，还是制定赏石鉴评标准的评判家们，或是参观赏石展的众多观众
，拍卖或拍买赏石拍品的参与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可供观赏的奇石(或称观赏石、雅石等)，以艺术
品的评判标准来进行审美、收藏、投资。
但颇令人思考的是，当赏石界圈外的艺术品欣赏爱好者，也大都把可供观赏的奇石当作艺术品来进行
观赏时，在我们赏石界内部，却因已故著名美学家于朝闻先生关于“奇石有艺术性，奇石不是艺术品
”的个人观点，新世纪前后十年来，引发了一场无休止的关于“奇石是不是艺术品”的学术争论。
　　首先，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赏石文化现象，因为赏石者们的赏石活动已上升到理论高度。
其次，这又是一个令人忧叹的赏石文化现实，即一些在艺术界早已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至今仍在赏
石界内争论不休，凸显出中国当代赏石界赏石理论之苍白、学术空气之薄弱。
作为中国当代整体的赏石理论界，其学术理论还没有系统化，还没有进入成熟期，与当代美术界相比
，其学术理论还非常滞后。
为此，2005年8月的中国观赏石协会成立大会上，会长寿嘉华就明确提出，其首要工作就是“开展赏石
理论研究”。
与传统赏石法“皱、瘦、漏、透”相对应的　“形、质、色、纹”新派赏石法及各种版本的赏石评判
标准的出台，是中国当代赏石界最重要的赏石美学成果之一；而关于“奇石是否是艺术品”的争论，
又是中国当代赏石界影响最大的学术争鸣之一。
需要在此提出客观的评判是，2005年7月在天津由天津宝成集团主办、《石道》杂志社总体策划协办的
“首届华夏雅石艺术论坛暨灵璧石专题研讨会”(笔者把其简称为“天津宝成·石道论坛”)，以“奇
石在收藏品中的定位”为中心题目，对“奇石是否是艺术品”作了热烈的讨论。
第二天论坛闭幕，与会的绝大部分赏石理论家、藏石家，都赞同“奇石可以成为艺术品”的观点。
仅有个别赏石理论家坚持认为“奇石不是艺术品”、“奇石是天然的，天然的奇石不能成为艺术品”
、“奇石是亚艺术品”、“奇石是类艺术品”等观点。
“天津宝成·石道论坛”是‘次非常成功的赏石论坛，将载入中国当代赏石理论史册，其学术成果就
是：绝大部分的与会赏石理论家、藏石家认同“奇石可以成为艺术品”的观点；其现实意义就是：在
奇石已经日益商品化的今天，奇石如想进入主流艺术品市场，首先要正式领取一张艺术品的身份证、
通行证。
况且，赏石界外的艺术品收藏投资爱好者早己把奇石当作艺术品，赏石界内部再为“奇石是否是艺术
品”争论不休，已没有现实意义。
这场已持续了十年的争论应该暂告一个段落，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学术讨论的结论，这就是，“奇石可
以成为艺术品”。
因为，在艺术品观念日益更新的新世纪，在一个泛艺术品时代，再持续争论“奇石是不是艺术品”，
对赏石文化向艺术品文化靠近，对赏石的艺术品商品化进程，对奇石市场的发展、对奇石收藏投资者
队伍的培育等都是不利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几位笔者熟悉的企业家想收藏投资愈来愈热门的且增值颇快的艺术品，
而有人却告诉他们：奇石不是艺术品，不属于艺术品收藏投资范畴。
那他们就把奇石这个选项，从艺术品收藏投资项目中删除了。
笔者在石玩收藏圈内，还经常碰到这样一些艺术品收藏投资者，他们认为奇石不属于主流艺术收藏品
，宁愿随大流收藏古玩、书画，而不敢贸然以雄厚的资金涉足收藏投资奇石。
“天津宝成·石道论坛”的成功举办，等于提出了一个学术新课题，那就是：在绝大部分的与会赏石
理论家认可“奇石可以成为艺术品”的观点之后，如何让奇石艺术品进入主流艺术品收藏界，让奇石
艺术品市场与主流艺术品市场接轨，已成为摆在与会的赏石理论家面前的新的学术愿景。
　　“天津宝成·石道论坛”的成功举办，最具有学术意义的就是，“奇石是否是艺术品”之争已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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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落定，也意味着当代中国赏石界已在学术上进入了一个奇石艺术品商品化进程的新时代。
 　　关于“奇石是不是艺术品”之争，引领我们重新回到关于“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品”的
出发点。
世界艺术史上，关于“艺术”的定义有许许多多，如今流行最广的就是克莱夫。
贝尔的定义：即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
而笔者认为，奇石艺术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的艺术。
“奇石艺术”的概念，又是一个形态上开放的概念。
世界艺术史上，关于艺术品的认定也有许许多多的标准，但被称之为“艺术品”的永远是没有“共性
”的。
因为那种以“艺术品”的“共性”为标准的“艺术”定义还没有人能提出来。
判断某件作品是否是“艺术品”，是基于某种逻辑直觉，而这种逻辑直觉是在长期的艺术经验中形成
的，它联系着人们的艺术幻觉、艺术现象等。
正是靠了这种逻辑直觉，人们才区别出什么是艺术品，什么是非艺术品。
 　　世界艺术史上，关于“艺术品”的认定，只有一条准则，那就是：约定俗成。
当绝大部分文化人以逻辑直觉认定某件作品是艺术品，这件作品就是艺术品了。
世界艺术史上关于“艺术品”的裁决，还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时间、历史的裁决。
凡·高生前仅卖掉‘幅画，当时欧洲主流绘画圈内，并不认可凡·高画的艺术品价值，但时间、历史
最终裁决凡·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其作品《加歇医生》画像1990年5月在佳士得纽约拍卖
会上以8250万美元成交。
 　　的确，唐宋以来的文人士大夫们从未把奇石当作艺术品来赏玩，没有把奇石约定俗成为艺术品，
这是传统的赏石历史，谁也无法否认。
但西方赏石家，却一直把中国古代赏石当作艺术品。
中国当代赏石界几乎所有的赏石爱好者，都以一种逻辑的直觉、一种艺术品的评判标准来评赏奇石。
纵然是否定奇石是艺术品的赏石理论家，在潜意识里也以艺术品德评判标准把奇石当作“艺术品”来
评判，包括王朝闻先生本人，也非常肯定赏石的艺术性。
 　　其实，回到艺术品约定俗成的准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当赏石界、古玩收藏界、艺术品拍卖界等的大多数人约定俗成“奇石是艺术品”，奇石就是艺术品了
。
奇石是否是艺术品之争论，事实上已明确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奇石商品化早已规模化；奇石艺术
品化也正在时尚化；而奇石艺术品商品化正拉开序幕，当代奇石艺术品与古玩书画艺术品一样，汇入
主流艺术品拍卖之潮流，已为期不远了。
 　　写于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文博堂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奇石门>>

内容概要

　　《赏玩门道书系·奇石门》为收藏入门系列丛书的一种。
作者以鲜明的观点、独特的视角、实用的技巧以及精僻的论述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收藏之门。
全面而专业地阐述了奇石收藏入门指南、入门诀窍、市场分析及理念评判等，以此引导公众对艺术品
收藏的兴趣，提高收藏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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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志伟，男，1956年生于上海。
知名诗人，学者型古陶瓷、木器、奇石收藏鉴赏家，上海《劳动报·文博》资深编辑、记者，《文汇
读书周报·文化收藏》特约主持。
 　　已创建个人藏馆：“文博堂古陶瓷奇石明清家具收藏馆”，1999年于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开馆
。
“古陶收藏馆”，2004年于上海千年古镇朱家角课植园开馆。
“梁园奇石馆”，2005年于上海新闵别墅园区开馆。
 　　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民俗收藏委员会副主任、上
海收藏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观赏石协会赏石文化研究会主任、上海工会学院中国陶瓷史特聘
教授。
已发表出版诗集《觉醒》、《幻想的岁月》、《烈焰之魂》、《爱得凄迷》及近百万字的古玩奇石鉴
赏论文。
 　　个人入选《世界名人录新世纪卷》、《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集藏家辞典》。
1995年被华夏收藏家评选委员会评为“全国优秀收藏家”。
 　　收藏专集：《古陶赏玩解密》、《古瓷赏玩解密》、《官窑瓷赏玩解密》相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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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迈进奇石艺术品化的新时代（序）古今赏石美学探秘追寻中国赏石文化史奇石艺术品化将成为潮流相
关链接：“奇石是否是艺术品之争”纪实赏石新时代催生奇石新概念以当代赏石文化为背景——谈“
具象石与抽象石”大辩论始末相关链接：奇石是形式主义的艺术品当代赏石界已自然形成的三种赏石
标准赏石文化应走向国际化古今奇石投资选项魅力之灵璧石 玲珑之太湖石嶙岣之英石 晶莹之昆石变
幻之大理石 斑斓之雨花石古朴之栖霞石 皴化之淄博文石温润之黄蜡石 雄秀之九龙壁石翠纹之庞公石 
灵秀之松花石质变之木化石 幻变之彩陶石宝气之大化石 苍劲之卷纹石彩韵之三江石 神秘之黑珍珠石
莹丽之葡萄玛瑙石 奇姿之风砺石质朴之黄河石 清秀之三峡石类雕塑之摩尔石　清气之乌江石冷艳之
孔雀石 如天之绿松石奇巧之都安石 叠翠之崂山绿石坚韧之梨皮石 蜿蜒之幽兰石洞穴之吕梁石 高洁之
菊花石超然之梅花石 粗犷之页岩石墨彩之草花石 清幽之盘江石彩晕之河源蜡石　大朴之铁胆石老辣
之彩釉玛瑙　灵性之“树化玉”缤纷之矿物晶簇当代奇石收藏入门奇石市场购石法底座：奇石价格转
换之奥秘当代奇石价格揭秘形形色色的奇石投资法赏石，成为心灵的解放者（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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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的商业营销模式成熟、规范，一件产品从工厂里生产出来之后，经过物流营运，通过‘级批
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明码标价层层加码批发，最后进入零售商那早上柜出售，一件产品流
通环节中所赚的钱往往比生产环节里所赚得的钱更多。
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生产流通利润比例分配模式是倒三七开，即十元钱利润中生产商赚三元，流通商赚
七元，这是合理、正常的。
　　但奇石商品不一样，奇石商品本身没有生产成本。
奇石商品本身是通过石农从河里捞出来的、从山里挖出来的、从戈壁滩上捡出来的，其生产成木，本
质上属于劳动力成本。
奇石商品在流通环节中所赚的钱，很难估算，上不封顶。
因为一块自然之石被赏石者相中之后，再通过置底座并起铭供起来，使之成为一件奇石上艺品或奇石
艺术品之后，就变成一件中高价奇石工艺品商品或高价、天价、无价之奇石艺术品商品了。
这里所说的无价，不是说是无法估价之价，而是说没法合理评估封顶之价。
如上海秦石轩藏有一块盘江石名石“凝秀双峰”，万元上下买进，早先友人出价20万元，现已出价60
万元，笔者获悉与之交流时说100万元也不能卖。
因为这是上海赏石界一块当代水冲成型山形名石，出价60万元的藏家可能认为值100万元以上；假如再
有人出价100万元以上买下，买家可能认为此石值200万元以上。
再举一个例子，2005年7月在伦敦佳士得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被拍到2.3亿
元人民币。
买家认为此元青花为绝品，不仅仅只是值2.3亿元人民币，以后依然会有上升增值空间，这就是稀世艺
术品基本上无价，本质上没有封顶之价的原因。
　　可能扯远了，再回到奇石界，奇石商品本质上属于特殊商品，无法在流通环节中明码标价，层层
加价再通过零售商出售。
有时赏石家花十万元买下一堆河中中型卵石，实际上，他只想买下其中的一块精品卵石，就保本赚钱
。
其余的低档石甚至不运走，或再运送回给卖家。
　　由此可见，当一块自然之石被当作奇石商品出售时，其大致有一级奇石市场价、二级奇石市场价
、三级奇石市场价。
但当一件奇石经过人为设计置底座供奉并被圈内行家公认为是奇石艺术品之后，其价格就会迅速飙升
，最终无法估算封顶价。
所以，选石、购石、藏石，全靠赏石家个人独特的眼力。
眼力高赏石境界高，卖价也高，而这又是著名石商与著名藏石家之间所交流、所交易的奇石艺术品商
品之价格了。
　　那么对于普通的初入门奇石收藏爱好者、奇石投资经营者，如何选购奇石，窍门多多，下面依次
介绍名目繁多的奇石购石法。
　　归纳众多奇石购石法，主要可分为商业批发式购石法；商业零售式购石法；个人收藏赏玩式购石
法；创建藏石馆展示、展销式购石法。
　　1.商业批发式购石法也分数种：(1)纯为中介商，上家批进来，下家批出去，赚两者之间的批发差
价。
(2)半中介商、半零售商，即批量进货后批不出去的奇石商品自己零售出卖。
(3)小本经营的刚开奇石店的店主先批进一批货，以后缺什么货，补什么货。
(4)中大本经营者奇石市场嗅觉灵敏，经营经验丰富。
他们只要发现如巴西新出现彩釉玛瑙石、内蒙古新流行葡萄玛瑙石，蒙古可低价批进硅化石，就日夜
兼程，抢在众人醒悟过来之前，多多批进热销奇石货品，赚取某一石种流行交易的第一桶金。
　　商业批发式购石法之经验是：藏石首先要摸准整体市场行情，还要摸清销售区域市场行情及区域
的藏石趣味、赏石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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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能把黄河石批发到柳州，灵璧石批发到内蒙古地区，黄蜡石批发到西北地区。
因为各地赏石风格不一样，会影响销售对象选购。
其次，最好事先通知后～批零售下家或有实力的知名藏石家货一到，一开箱任客户选购。
　　2.商业零售式购石法，那是中国小石商土要的进货购石法。
因奇石商品本身或重量重或体积大，本质上属于非日常使用商品，非热销商品，如一家不大不小的奇
石店堆多了滞销奇石商品，占地方、占空间，也会影响老客户的选石兴趣——怎么这家奇石店看来看
去总是这些奇石，销不掉？
出现审美疲劳后影响销售。
聪明的古玩商，开店营业时经常掉换古玩商品，给人感觉认为古玩店生意不错，东西一‘直在流动、
流通。
聪明的奇石商也如此，店里滞销的奇石商品不固定一个位置，常换地方、换角度摆设、展示。
　　商业零售式购石法的经验是：要重新设计制作硬木底座，放在奇石店里显眼的位置。
人家出不高不低的价格不要急于卖，要慢慢卖，尽量卖出自己满意的价格。
其次，进货购石时尽量选不过于沉重，易于搬动，精巧、耐看、“形、质、色、纹”均佳的中小型、
中高档奇石精品为主。
个别大石头精品仅作点缀或作为镇店之宝，轻易不卖。
至于专做大型、巨型石买卖者专进大石头者除外。
　　3.个人收藏赏玩式购石法：众多初级藏石者多凭个人直觉购石，即自己喜欢就买，但无节制地凭
个人直觉、兴趣、爱好购石，会把家里变成奇石小仓库。
因为进门容易，出门难。
还有不少初级藏石者是听从专家指导，新居装修乔迁后，要买一块奇石镇一镇，俗话叫镇宅。
至于买到之后，置石于房间哪个方位、角度都听从专家的建议。
只有个别文化艺术修养高深者，或玩过古玩者，一入石市就选奇石精品，颇具奇石精品投资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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