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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随笔

当然，收藏毕竟是要花费时间与金
钱的，在实践中，把握住以下几点，对于
初入行者，很有必要。

首先，选好收藏对象或方向，不要
见什么就买什么。面对众多乡贤，如何
选择应好好考量。乡贤书画，水平良莠
不齐，要尽量收藏那种水平较高的、影
响较大的，很多名头微小、水准较差的，
基本不能考虑。精力与财力，要尽量用
在关键处。

其次，扩大视野，持之以恒。智能手
机时代，交流空前方便。如果只将“寻宝
地”局限在当地，则很难搜集到多少好作
品。事实上，很多的乡贤，正是在外地闯
出了一片天地，才为乡人所看重。因此，

全国举行的书画拍卖会，以及乡贤曾经
的工作地、出访地等，都应该广为留意，
注意搜寻信息。同时，还应广交各地藏
友，尽量扩大“朋友圈”，这样，你的眼界
才会越来越高，渠道才会越来越广。

第三，要有一颗“爱乡之心”。不同层
次的书画作品，艺术水平自然不相同。前
面笔者说的“水平较高的、影响较大的”，
是就乡贤的范围来说的，假如硬要把某
位乡贤的作品与那些美术史上留名的大
师去比，那显然是不妥当的。乡贤书画，
不能单从“价钱”去考量，更多的还应从
文化传承、文脉梳理的角度去理解它们
的价值。只有怀有对家乡的一份热爱、对
乡贤的一份钦敬之情，才能让你的乡贤

书画收藏之路越走越宽广。
最后，收藏要与“研究”相结合。乡贤书

画，一般来说外地人不太会很深入地参与
进来，就是说，你的收藏过程，其实就是一
个研究、推广乡贤艺术人生的过程。只有这
样，当地的乡贤文化、乡贤书画才能为更多
人所认可、所熟悉、所传承。从周边县市来
看，大家也很重视研究与宣传。东阳市历史
文化研究会，近年连续出版了不少好书，对
东阳的历史文化、乡贤艺术进行了系统深
入的挖掘。浦江县在几位有识之士的牵头
下，近年以“众筹”的方式，也推出了一些不
错的书籍，对宣扬浦江文化起到了良好作
用。至于个人撰写、研究当地乡贤文化的著
作，更是层出不穷，都值得藏友好好学习。

找准定位量力而行

朋友拉着去观摩了一位年轻画家的作品，面对着展
厅里挂着的“创新水墨画”，笔者一时间被弄得目瞪口呆。

这些画，表现的好像是人体的内脏，又好像是远古的某
些图腾。画家显然见惯了笔者这样的无知者，十分卖力地一
张张介绍起寓意来，总的一个意思是：这些画像哲学一样高
深，不是一眼就能看懂的，表现了什么，见仁见智吧。

说实话，一些学院派画家的作品，笔者有时也会看不
太懂。不过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作品，只会占到其作品的很
少一部分，而其多数的作品，仍是一看就懂的。因为绘画说
到底还是视觉艺术，那些让绝大多数人看不明白的作品，
又怎么去感染观者、感动观者？

想起吴冠中先生的一件趣事。一次，一位“创新型”画
家将吴先生拉到自己的作品面前，滔滔不绝地解释起其
创作意图、构思什么的。开始吴先生硬着头皮听着，之后
见那画家远没有罢休的意思，吴先生耿直、容易得罪人的
脾气就上来了，于是说出了一番之后传播很广的话语：

“我是聋子，听不见；但我不瞎，自己会看。”吴先生的这番
话，当然不是随口说的，在他那些高妙的美术评论中，曾
经多次说过，凡是视觉不能感人的，语言决改变不了画
面，绘画作品本身就是语言，是视觉的语言。

笔者并不反对水墨画的创新，毫无创新的绘画肯定
也不是什么好作品。然而，那些让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所谓

“创新”，很可能是披着“创新”之皮、实际并无什么艺术价
值的糟粕。

要知道，水墨画传承了上千年，历史上又有哪一位大
师之作，是大多数人看不懂的？就拿近现代来说，齐白石
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等等，他们哪一位的作品，需
要画家本人滔滔不绝地给观者解释“创作意图”？

那些被画家本人或其身边人吹上天的所谓创新
之作，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作品，很可能只是故弄玄
虚罢了。 闲看

可疑的“好画”

金华永康籍文化名人鲁光，早年以一部描写中国女
排精神的《中国姑娘》饮誉文坛，中年之后成功转型，成了
一位著名的文人画家。

赏读鲁光先生的作品，有两点印象让笔者感触深刻。
一是他深爱着金华的这片土地。鲁光是从永康山村走向
全国的一位文化名人，他的画作中，充满感情地描摹了家
乡的老牛、土鸡、鹅鸭、猫鱼、荷花、鸡冠、野菊、枇杷、水仙
等等，作品中洋溢着的那种乐观与情趣，很容易让人产生
共鸣。另一点就是鲁光画作中那些隽永别致的题跋。

古时名画家都会留下些雅致的题跋，可由于才力不
逮，现今画家已很少能随意题写妙句了。然从文学转向绘
画的鲁光显然是个例外，为让大家尝鼎一脔，姑举几例字
数较少的题跋为例。《土鸡》中题：此种鸡野地生野地跑，吃
五谷杂粮吃草虫野味，故而野气十足。《记趣》中题：猫也随
时代，自从成千家万户之宠物后，不再以逮鼠为己任。

鲁光最擅长的是画牛，有着“鲁牛”之称，赏读他在一
些牛画上自撰的题跋，或许我们就能明白鲁光为何钟爱画
牛，也会明白他为何能在画坛上以牛成名。

鲁光有一巨幅名作，画了五头牛，取名《国兽》。他在
此画中写了长达数百字的题跋，先是概述了历代大家画
牛的情况，之后笔锋一转，抒发了自己对牛的情感：吾自
幼放牧山野，对牛情有独钟，吾以牛为伴，以牛为友，以牛
为师，牛踏实勤奋，一步一个脚印，索取极少，奉献极多，
韧劲可贵，犟劲难得……牛实乃吾之图腾也。

鲁光的名片很有特色，正面画了一只健硕的水牛，题
词竟是“自画像”。爱画牛的鲁光，竟十分贴切地把自己比
喻成一头吃苦耐劳的老牛了。他在《牛图腾》中题：站着是
条汉，卧倒是座山。他还在一张取名为《知音》的“牛画”中
如此题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年少时农村的生活经历，让鲁光对泥土、对乡间的热
爱深融于生命。正因如此，他才画牛，以牛自喻，学习老牛
的纯真与质朴，弘扬老牛的勤劳与奉献。在鲁光的笔下，
姿态各异的牛成了他回到从前的一种载体，成了他倍感
温馨的精神家园。

美术评论家杨庚新曾经如此评价鲁光：“以牛喻人，
不仅富有哲理，而且极具幽默感，令人回味无穷。” 良木

鲁光“以牛喻人”

▢ 煮石 文/摄

乡贤，是指品德、

才学为家乡人所推崇

敬重的人。乡贤书画

（包括信札、签名书等

物件），正越来越引发

各地收藏爱好者的重

视。我们甚至可以说，

一个注重乡贤书画收

藏的地方，才会是文

脉发达之地、文化昌

盛之域。

乡贤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乡土、贴近性强，
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正能量。乡
贤书画收藏，可以借助“书画”这个载体，
唤起更多人对乡贤文化的重视和认可，
进一步挖掘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

照字面理解，我们也可以清楚“乡
贤书画”的意思。不过在具体的收藏活
动中，“乡贤书画”比它的字面意思内
容要丰富。首先，关于“乡贤”，虽然它

与“书画”相连，却并不局限于书画家。
作家、医家、学者等乡贤的书画作品，
都值得好好关注。其次，“书画”也并不
局限于“书画”，乡贤的手稿、信札、书
籍、证件以及使用过的物品等，都应该
纳入我们关注的范围。

笔者曾经采访过的收藏爱好者之
中，不少人就对乡贤书画情有独钟。上
溪有位吴先生，专门收藏吴晗先生本
人以及吴晗研究者的著作，花了几十

年时间，竟然搜集到 200 余册相关书籍；
赤岸朱先生，钟情于收藏义乌中医名家
的著作及手写药方，日积月累也自成体
系；有位何先生，收藏着有关义乌的各种
连环画几十册，一直视之若宝……

至于我市古玩市场以及古玩一条街，
都有几家专营“乡贤书画”的店面，这些经
营者往往对义乌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研
究，他们以藏养藏，都起到了宣传本地乡贤
文化、书画艺术的良好作用。

“乡贤书画”五彩缤纷

周边县市收藏爱好者对于乡贤书
画，同样热情高涨。

浦江是全国闻名的书画之乡，历史
上出过不少大画家，因此浦江绝大多数
书画收藏者喜欢的，事实上就是纯纯的

“乡贤书画”。夸张点来讲，吴茀之、方增
先、吴山明等人的作品，在浦江都是可以
当作现金流通的。

《丰安存雅》（西泠印社出版社），收
集有明清以来浦江书画作品 200 多幅，
人物山水，各体兼备，工笔写意，各擅其
长。该书编者严兴盛先生说：“浦江不仅
大画家多，民间也不乏翰墨高手，书画
拥有众多知音。此书中的作品，大多为
我本人所收藏。当然，收藏，永远在路
上，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好地弘扬浦江
的书画事业。”

东阳近些年收藏氛围越来越浓，一

些民间机构常会举行各类收藏沙龙活动，
“乡贤书画”爱好者增加很快。

永康历史上书画名人并不多，但永
康人却特别珍爱乡贤作品。在永康，应
均、沈高仁、鲁光等人的作品，都有广大
粉丝。书画收藏者都以拥有一张乡贤佳
作为荣。

兰溪的收藏爱好者，谈起书画收藏也
多离不开乡贤。方增先的老家，后来划归给
了兰溪管辖，所以兰溪藏家对于方增先的
追捧，丝毫不比浦江人差。有了方增先这个

“龙头”带动，兰溪藏家对于“乡贤书画”也
日见上心。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由于义乌经济
辐射力较强，周边不少收藏者对义乌乡
贤的作品就比较关注，因为只要他们一
得到义乌乡贤的佳作，就有义乌藏友出
高价想去买。

周边县市各显其能

收藏的门道千万条，首要的还是注
重学习。收藏乡贤书画，如果对本地文化
知之甚少，就很难收到好作品了。

浦江藏家小张曾告诉笔者一件事：
四五年前，他在义乌古玩市场看到了
一副对联，书法端丽，大气磅礴。有位
义乌藏家比他先留意到这件作品，也
觉得对联写得好，却迟迟不敢买，因为
不知书写者的身份。小张买下后，指出
这是义乌清末的一位举人写的。在那
位开始时不敢买的义乌藏友的多次恳
求下，小张以高价转让了，对方还对他

“连连道谢”。
在收藏圈，“眼力”是基础，而“眼

力”，只有通过努力学习、实践才能获得。
说起“学习”，其实周边县市的收藏

爱好者多数羡慕义乌，因为近些年不断
出版发行的《义乌丛书》系列，对义乌文
化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专业的梳理
及解读。只要愿意学习，比较容易就能弄
清义乌的前世今生。

单说“义乌丛书精选本”之一的《义
乌墨韵》，就将汉“乌伤空丞印”、隋碑、唐
砖、宋题记、元书画、明清对联等，都囊括
其中。“墨韵”，包括了书画却不局限于书
画。一卷在手，即能对义乌的文化传承有
个大概了解。

我市文化部门牵头推出的《世泽

清芬·义乌历代先贤手迹选集》（浙江人
民美术出版社）、《义乌书画作品集》（西
泠印社出版社）等，也都是不错的学习
资料。

只要留意，义乌本地作家的著作，也会
给人带来惊喜。比如王曙光先生的近著《回
望义乌》，就对义乌的文脉、乡贤文化进行
了精彩独到的解读。

当然，我们还得在收藏实践中不断向
前辈学、向行家学。就像光看书本永远学不
会游泳一样，光看书本却从不实践也不会
真正懂得收藏之道。

向书本学，向行家学，在实践中磨练，
日积月累，定会有所收获。

不断学习充实自我

收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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