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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书画艺术品市场的波动，俞剑华先生的山水画

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出现了时冷时热的态势。这一起伏跌宕的市场走势充

分说明了中国书画市场整体境况对它的影响与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收藏界对这些作品市场价值的评估缺乏规范的机制。事实上，俞剑华的

山水画作品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和史学价值，其市场价值有待进一步

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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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鸿增先生曰，俞剑华先生是 20 世纪最杰出

的中国美术史论家之一。［1］这一评价恰如其分，代

表了当下美术界对俞剑华先生美术史家地位的共

识。其实，俞先生既是一位美术史论家，还是以绘

画实践去探索中国绘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身体

力行者。现存的大量俞剑华中国画作品尤以山水

题材为富，是其“画、史兼修”治学方式的有力见

证，也是研究其画学思想演变不可或缺的宝贵财

富。然而，长久以来，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未得到

广泛的关注和认可。2009 年，在俞先生逝世 30 周

年之际，由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

“俞剑华学术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

召开，来自国内外多所艺术高校和相关研究部门

的 30 多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俞剑华先生在

美术史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此次研讨会上交
流的成果在会后汇集为《俞剑华先生学术研讨论
文集》［2］。翻看文集可以发现，入选的 81 篇文章
大多是对俞剑华先生的学术特点、治学方法以及
理论建树的研究，而关于先生绘画作品的专题研
究仅有 4 篇。理论与绘画研究投入的悬殊对比，

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了美术界在先生绘画作品
艺术价值研究上的不足。这种画作研究不足与长
久以来俞剑华先生绘画作品市场价值低迷的情形
相吻合。然而，近年来，在国内书画市场渐兴之
际，俞剑华山水画作品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一度
出现了时冷时热的明显波动。这既反映了当下俞
剑华山水画作品的投资热情以及艺术价值挖掘的
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透射出当下近现代书画投
资行为、市场机制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特点。

72



艺术空间

一、俞剑华山水画作品市场价格的变动及其

市场走势特征

俞剑华山水画作品在市场上呈现出明显的价
格波动始自 2002 年。此前 1995—1998 年，俞先生
的参拍作品共 4 件，分属花鸟禽兽、书法等，未有
山水画作品，此中最高价为 1997 年春拍会上以 16
500 元成交的《道德神仙图》。

从 1999 年开始，山水画作品成为俞先生绘画竞
拍的主拍品，当年参拍 1 件，但未成交。2000 年亦
无交易。2001 年其山水作品参拍增至 7 件，成交 1
件，成交率为 14． 29%。2002 年，参拍 5 件，成交作
品 4 件，成交率迅速攀至 80%，其中《云岗石窟全景
图》以 50 600 元刷新了俞剑华山水画作品的最高拍
卖纪录。以 2002 年交易信息为基数，2003 年，随着
参拍作品的增加，俞剑华山水画作品成交率略有下
降，约为 72． 73%，但交易量同比增加了0． 6 倍，并出
现了成交价高于估价的作品，占总成交量的 37．
50%。2004 年成交率上升为 68． 09%，交易量同比
增加了 3 倍，其中 8 件作品高于估价的2 ～ 4 倍，《山
亭清话》《江郎三峰》《山水》《山水花鸟扇面》等作
品，更是分别以最高估价的 5 倍、8 倍、20 倍、5 倍成
交。而 2002 年秋季拍卖会以50 600元成交的《云岗
石窟全景图》( 手卷) 在 2004 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上以 70 400 元易主。2005 年成交作品 29 件，其中
12 件超出最高估价。2006 年春季拍卖会上获 28%
的成交率后，下半年成交率滑至 13． 33%。2007 年
的全年成交率维持在37． 50%，成交数仅比 2002 年多
年秋季以来，中国书画市场整体遭遇冷冬的情势

显然也对俞剑华山水画作品市场造成了较大的冲
击。由此来看，俞剑华山水画作品的市场价值和
收藏者的投资热情主要受制于中国书画艺术品市
场行情的波动。然而，在这一表层现象之下，我们
更应该探讨的是俞剑华山水画作品市场价值跌宕
起伏的主观原因。

二、俞剑华山水画作品的投资现状与市场走

势特征的关系

近年来，俞剑华先生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
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这在一定层面上构建起
了其人、其论、其画的名望效应。10 年来，俞剑华
山水画作品市场走势急升急下的特征，反映出名
家效应之下书画投机等诸多不当投资方式对俞剑
华山水画作品艺术价值、市场价值的影响。

强弩之后必显颓势，盲目投资呈现出一时的
市场强势，但毕竟缺乏稳定的推进市场提升的长
效机制。刘亚璋先生指出: 相较于个体性的欣赏
价值，“艺术品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是更深层次的
价值，它往往是决定艺术品价值的基本标尺。在
此基础上只有极少数的艺术品才具有史学研究
的价值，史学研究价值是艺术品所负载的历史文
化信息集中与升华的体现，是艺术品具有的附加
价值部分”［3］。艺术品的市场价格受到很多因素
的制约，但是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投资行
为的逐渐理性化，艺术品文化价值的释放才是市
场价格稳定攀升的长效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俞
剑华山水画作品是“盛名之下更有实质”，这种实

图 1 1997—2008 年俞剑华山水画作品国内会场交易走势图

1 件，而参加交易的作品同比

高出 2 倍，出现明显的供大

于求的局面。2008 年 8 月，

俞剑华山水画作品的交易量

回归至 1999 年水平，参拍作

品 1 件，成交 0 件( 见图 1) 。
2002—2005 年，在 国

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

整个中 国 书 画 市 场 出 现 了

一次投资热潮。这是俞剑华

山水画作品市场价格大幅攀

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而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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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即在于其作品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和时 代

印记。
随着中国绘画史学研究体系的成熟，近现代

绘画史作为中国绘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

阶段已为美术界普遍关注。俞剑华山水画作品正

是在这一历史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它反映出近现

代美术史论家探究中国画改革之路的绘画实践和

理论探究的理路。这就是其史学研究价值和潜在

的艺术价值所在。而俞剑华山水画作

品在近现代书画市场整体低态走势［4］中的随波逐

流，正是因为一直以来收藏界忽视了对这些作品

本身持续、稳定的艺术价值的挖掘和投资理念的

指引。
由此来看，对俞剑华山水画作品的投资，要求

收藏者必须对中国近现代山水画的发展和历史作

用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与理解力。当下俞剑华山水

画作品的市场现状一方面有利于淘汰投机及盲目

投资，引导投资方式、投资群体的结构性调整和层

次的升级;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进对作品本身潜

在艺术价值的重新认识和文化信息负载的提炼、
整合。

三、俞剑华中国画山水作品的艺术价值分析

俞剑华先生在美术史论方面的贡献已得到普

遍认同，而其山水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却鲜有人研

究。俞剑华先生“画、史兼修”，其绘画实践与其画

学思想的形成、表述有着不可分隔的渊源。
在俞剑华的从艺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从传统

入手的画学主张，其很多山水画作品都是对传统

山水画诸家风格的临习，如《策杖秋色图》《庐岳松

风图》《山明水碧图》等。这种研习不分南北派别，

而是博览众家、取其精华，再经“外师造化”而“中

得心源”。可以说，这种兼收并蓄的研习之路促成

了俞先 生 对 中 国 传 统 山 水 画 较 为 客 观 的 认 识。
1963 年俞先生撰写的《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
一书出版。此书对百年来颇受争议的中国传统山

水画论“南北宗”的诠释和定位是俞先生对传统画

学、绘画研究的一次总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探讨画论中的问

题”［5］，标志着俞先生史学研究体系的形成。“画、
史兼修”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俞先生在绘画实践

中坚持临摹、写生、创作。他认为，“创作与临摹不

可偏废。专师创作，不临摹传统，将割断历史; 专

事临摹传统，不从事创作，将使传统日益枯萎，而

绘画将日渐退化”，传统中国绘画自有不同于西方

绘画的独特体系，中国画的改革也不能完全割裂

这一传承。俞剑华山水画作品中临摹、写生、创作

的多种手法与其“中国画必有其独特之价值”的画

学思想相得益彰。［6］

事实上，俞先生对“画、史兼修”的认识早在其

1936 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一书中就有所触及。
王伯敏先生品读该书时说: 俞老师的这部画史著

作，很显然在某些议论上以画家的心态对历代资

料做出了更适合美术家理解的精心梳理。“正因

为他是画家，同时熟识画史资料，所以，在对历代

绘画风格以及演变进行论述时，不放过每个画家

的一点长处，所以他的画史著作，能反映出许多画

家在画技上的独到处，如说，某某擅画斗雀、草虫，

又某某善于‘葡萄作点’、‘画梅染胭脂’，又是什么

‘写方竹作细笔阔叶’等，虽然这些整理，不属画史

的主要方面，但是，俞老师能注意及此，正显示了

他在研究上的特点。”［7］王伯敏先生对其师写作特

点和品评方式的解读，有力地说明了绘画实践与

俞剑华画学思想形成、画学观念表述方式息息相

关。另外，俞先生这种“画、史兼修”的治学方式在

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间广为传颂，已然成为“俞剑

华学派”的独特属性之一。
俞剑华山水画作品风格的演变，演绎出 20 世

纪上半叶“中国画改良”的时代旋律和个性化探

索，是近现代中国山水画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珍

贵资料。
现存俞剑华山水画作品大致呈现出两种风格

特征。一类偏重于对传统中国画风格的贯通。这些

作品或是写生、创作，或是描摹、临写，都表现出俞先

生学贯南北、博览古今，对传统山水画技法的研习之

路。1915 年 9 月俞先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手工图画

专修科，从名画家陈师曾、李毅士学画。此时“中国画

改良”之风已兴起。俞剑华投身于这一时代浪潮，并

逐步形成了个人的画学主张。他一方面坚持继承

传统绘画中民族精神本位，另一方面主张“走出书

斋深院的大门”，以写实贯通古今。《策杖访友图》
《山水( 一) 》《落日人家》( 见图2— 4) 等作品对倪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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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贤、弘仁等风格的融汇正是其画学思想的表达

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策杖访友

图》与张大千作于 1935 年的《悬崖谈心图》在笔墨

语言风格上类似。《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书认为，

《悬崖谈心图》“主要以弘仁的画风为模板。张大

千用简练线条钩出崖石的轮廓，接近弘仁的清隽

空疏 风 格，因 而 造 画 中 山 石 多 成 直 角，异 常 突

出”［8］( P68)。《策杖访友图》一图也有同样的笔致。
事实上，这种强化纵、横的用笔早在倪瓒、八大山

人等的一些作品中已见端倪。《策杖访友图》与

《悬崖谈心图》风格上的相似决非偶然，这与二人

相似的经历以及传统与创新并重的画学主张有

关。1928 年俞剑华与张大千、善子、马骀、黄宾虹、
熊庚昌等人发起组织烂漫社，1929 年又随张大千

赴 日 本 考 察，此 外 二 人 还 同 有 敦 煌 写 生 的 经

历。［8］( P55) 由此可见，俞剑华传统风格的山水画创

作有着深深的时代印记。
俞剑华另一类风格的山水作品注重超越传

统、开拓创新。与诸多 20 世纪近现代绘画史上

“衰年变法”的画家一样，这类风格较成熟的作品

大致出现在 1950 年代末以后，亦即俞先生晚年时

期，如《松云山居图》《云山飞瀑》《云山古道》( 见

图 5—7) 等。这些作品是先生对图式和语言

的新探索。
《松云山居图》《云山飞瀑》《云山古道》皆

作于 1963 年 7 月 17 日，三 幅 图 较 为 特 别 的 是

山石的表现: 都以卷 曲 缠 绕 的 用 笔 来 处 理 山 石

结构和质感。类似的笔墨探索在俞先生早些时

候的作品中也可寻见，如作于 1926 年的《万壑

松声图》( 见图 8 ) ，但那时显然还只是偶然的尝

试。与 1963 年的三幅作品相比较，后者在画面

处理上是一种极主 观 的 用 侧、散 锋 作 缠 绕 圈 状

皴法的强化表现，因 此 呈 现 出 强 烈 的 视 觉 冲 击

效果。在《松云山居图》《云山飞瀑》《云山古道》
中，这种皴法的具体表现也是有差异的。其中《松

云山居图》中山石笔法的表现更为灵动、自由。但

图中对前景的平坡以及树木、房屋的表现仍采用传

统笔墨语言，这使得两种迥异的笔法在画面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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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显得不太和谐。《云山飞瀑》《云山古道》两图

由于房屋布置掩映在树林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笔墨语言的冲突。另外，这两幅图对画面

形式感的控制更为主动。巍峨的山势、低矮的松

柏是当时山水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表现方式，与俞

剑华同时代的刘海粟、萧谦中、关松房、惠孝同、周
怀民等人的作品中都曾大量出现。与这些画家不

同，《云山飞瀑》《云山古道》对写生实景的某种构

成感进行集中强化处理，注重山、树的整体造型在

画面中体现出的形式美。图中山石高耸，叠叠层

岩般的松树穿插其间，左倾右斜，疏密错落，画面

呈现出横、竖线条跳跃的韵律正是俞剑华极力探

寻新的绘画图式和语言的尝试。
自陈独秀提出“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

王画的命”，主张引入西洋写实观念，尽弃传统文

人山水画尤其是“四王”( 清初画坛画家王时敏、王
鉴、王翚、王原祁) 以来依然程式僵化的笔墨语言

后，一时激起千层浪。细数近现代绘画史中主张

立足传统改良中国画的诸派诸家，大致有两种实

践方向: 一种是引彩入画，发展重彩( 泼墨) 山水，

如张大千、刘海粟等，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希望通过

色彩的使用来摆脱笔墨程式、寻求新画风的尝试;

另一种是坚持笔墨，但走向对传统皴法体系、组织

规律的解构，在用笔上更趋向于自由造物，如傅抱

石作品中散峰的皴法，黄宾虹作品中的笔墨结构。
俞剑华“衰年变法”的作品同样是对传统笔墨皴法

的一种解构性探索，不乏风格化图式探索的个人

趣味，而其风格的演变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俞剑华山水画作品仍留有

传统山水画的审美取向，但是其呈现出的图式和

语言的风格化以及自觉追求并面向现代化的探

索，也使其作品足以进入近现代中国山水画发展

史研究的视野。

四、结语

俞剑华山水画作品的演变及其与俞剑华画

学思想、画学观念表述、治学方式的内在联系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这些艺术价值及文化

价值还未曾引起美术界、收藏界足够的重视和关

注。这正是 10 年来俞剑华山水画作品市场走势

跌宕起伏、未能形成稳固提升趋势的主观因素，

同时也透射出当下中国书画艺术品市场对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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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理念缺乏有效的引导机

制。相信随着对中国画学思想、体系的研究及对

中国近现代山水画史研究的个案化探索的逐步深

入，俞剑华先生山水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必然与其

画史研究同样得到重视，其山水画作品的市场价

值也将真正得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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