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画交易遇冷 期待市场回暖
书画艺术的创

新与繁荣，与社会
文化经济发展密切
相关。虽然目前书
画收藏市场行情低
迷，但随着社会的
发展，文化产业创
新与文化繁荣是一
个大趋势。未来，
随着书画艺术逐步
进入普通家庭，书
画市场又将迎来一
个新的繁荣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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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舟
山路北段的漯河慈善书画院，这是我
市唯一注册批准的以慈善为宗旨的书
画院。这个书画院不仅是我市美术
家、书法家协会的创作基地，也是传
承漯河文化、繁荣书画创作、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记者看到，漯河慈善书画院有三
层建筑大楼，目前也是我市最大的书
画院，主要功能有书画展览和教学培
训。在展厅中，展示着一些我市及省
内外书画名家的作品，但参观者寥寥
无几。

“经济大环境低迷，也影响了书画
市场。”漯河慈善书画院负责人赵明华
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市场行情都很萧
条，漯河也不例外。书画市场的买家
明显减少，绝大部分人都在观望等待。

在市区嵩山路漯河市顺和堂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的展厅内，墙壁四周悬
挂着一些知名画家的作品，展柜内还
有一些玉器古玩。店内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现在的市场没法和两三年前
比，一个月也成交不了几笔。

11 月 26 日上午，虽然阳光明媚，
但在漯河开源淘宝街，来淘宝的市民
也是屈指可数，几家经营书画的店铺
营业人员也走出来晒太阳。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书画市场
的低迷，也直接影响了相关的展览和
拍卖活动。

“书画礼品市场不再，加之经济
大环境整体经济增长乏力，整个书画
市场人气不足，买家观望情绪严重，
同时存在市场本身信誉制度不完善等
诸多问题，直接影响了书画市场的交
易。”对于书画市场的现状，市收藏家
协会会长韩胜利分析说，目前我市的
30多家书画院、画廊等，都面临着从
礼品市场向投资市场的转变，礼品市
场和投资市场对艺术品的价值判断标
准是不一样的。礼品市场更多地追求
知名度、职务、社会影响等一些官本
位的东西，而投资市场主要看艺术水
准和艺术价值本身。此外，礼品市场
和投资市场条件下的价格体系和价
格机制差别非常大，投资市场更多
关注投资价值，而礼品市场价格和价
值背离较大。随着投资市场的兴起，
大部分书画院、画廊多要完成这种转
型。

书画市场，持续低迷

说起书画市场，不能不提舞阳县独具特色
的农民画。在书画收藏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
下，舞阳农民画却大放异彩，不但登上大雅之
堂，而且风靡全国。

在舞阳县新西路中段的河南舞阳农民画
院，记者刚进大厅，就看到数幅装裱精美、与
墙齐高的农民画挂满了三面墙壁。上了二楼，
便是画院的正式展厅，近50幅大大小小的农民
画主题各异、内容丰富、人物鲜活。

展厅旁边就是画室，农民画画师马丽君正
在潜心作画。她告诉记者，通常创作一幅农民
画要半个月的时间，起稿就要三至五天，画的
过程要一星期左右。

从2013年下半年始，《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河南日报》和众多媒体的版面、屏幕上，
各大网站、手机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经常
能看到舞阳农民画的“身影”，并常驻北京天安
门、上海黄浦江等100多个大中城市景区，给五光
十色的都市带来了浓浓的质朴和清新。

“我们每月至少举行一次画友会，一季度
一次作品研讨会，半年一次工作推进会，每年
一届大奖赛，经常进行创作培训、交流展示等
活动。”舞阳农民画的创始人、87岁的张耀先老
人和75岁的王文浩老人告诉记者，舞阳农民画
纳入当地中小学教材后，为之快速发展注入了
新动力和活力。目前，全县有骨干画家 30 多
人，画工200余人，从业人员千余人。

1988年，舞阳县被命名为首批“中国现代
民间绘画画乡”，舞阳农民画被选入国家对外文
化交流项目赴多国展出。舞阳农民画被省政府
列入首批“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保护名
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该县被

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41幅舞阳农
民画作为“中原文化宝岛行”的要件，在海峡
两岸引发热议。

“舞阳农民画的大放异彩，得益于持续的
坚守和传承，以及紧跟时代节拍进行的精心创
作。”王文浩说，“舞阳农民画，并不是舞阳县
农民画的画，而是反映农村生产生活的画。无
论作者是农民还是干部，只要是反映当地风俗
和生活的创作，都可称为舞阳农民画。”

近年来，舞阳农民画作品注重吸收和消化，
在造型、透视、色彩、比例、结构等方面，不受学院
派绘画法则的限制，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新时
代追求交相辉映，乡村色彩与都市繁华相得益
彰。越来越多受过艺术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也
加入农民画的创作队伍，使得质朴的画风中又
融入了现代的绘画元素和技巧。九街乡石岗村
农民画家石林森的女儿石志敏，曾在高校学习
过专业油画，如今创作了不少新式农民画。

舞阳县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舞阳农民画的
创作者，大多聚集在吴城、九街等乡镇，不少人
建起了农家画院，靠卖画富裕起来。农民画家胡
庆春和儿子胡浩生、儿媳王向云、女儿胡浩珍
等一家人，每天都能画四五幅画，月入数万元。

省文产办拨款 50 万元，市政府拨付 20 万
元，县政府每年拿出50万元专项资金，均用于
扶持农民画产业发展……目前，舞阳县正在打
造集创作、展示、销售、旅游于一体的农民画
产业基地，推出了礼品画、炭雕、茶具、邮品
等一批农民画衍生产品；与省文投公司合作开
发的农民画产品已走出国门；与中国六大农民画
乡结成“合作发展联盟”……在商品化、市场化、
产业化道路上，舞阳农民画产业越来越火。

舞阳农民画，风景这边独好

“舞阳农民画现象说明书画市场有需
求。虽然当前书画收藏市场处于低谷，但
正是因为行情低迷，才是进入书画收藏市
场的好时机。”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联合
认为，文化产业创新与文化繁荣是一个大
的趋势，中国文化复兴也是一个大的命
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书画艺术将会迎
来一个新的繁荣时代。

“国家对国学的大力推广，也必将让
更多的大众群体认识到艺术品的高贵，这
些人经过艺术熏陶之后，也必将对艺术品
的情感与日俱增，他们也将会是新的收藏
群体。”漯河慈善书画院负责人赵明华说，
今后的收藏市场就是大众化的市场，知名
书画家的作家将更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

漯河市顺和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郭耀进认为，随着“80后”“90后”这批
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走
向社会、参加工作、成家，他们是今后社
会经济和消费者的主流。他们受过高等教
育，他们有文化，他们更能接受艺术品。
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
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对精神生活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一大批家庭已经不再满
足在家里悬挂印刷品来做装饰，今后家庭
将会更加注重文化和艺术的元素来装点生
活，那么价格相对低廉的艺术品和书画作
品必将需求量很大。“一些公共场所，诸如
会议厅、办公场所、餐厅、茶楼、会所、
酒店等，也必将更加注重名人字画和艺术
品的装饰功能，这些场所对艺术品和书画
作品的需求量将会更大。”

业内人士认为，书画院和画廊是传播
文化普及美育的一扇窗口，是塑造城市文
明形象的景观之一，也是增加旅游收入的
文化产业。业界人士普遍期待政府部门应
制定适合我市具体情况的措施，对书画市
场给予扶持，帮助、引导书画院、画廊等
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协同发展。

书画收藏
期待进入百姓家庭

今年7月，一家书画院举办幼儿绘画比
赛。

我市一家书画院举办书画拍卖活动。

今年2月，我市举办画家进校园活动，不少师生踊跃参与。

8月5日上午，陈文利花鸟画艺术展暨漯河字圣书画院成立开幕式在新闻大厦举行。图为陈文
利（左）与岭南派著名工笔画画家周彦生（右）一起讨论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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