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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套绿玻璃开光花卉纹瓶

清白套绿玻璃开光花卉纹瓶，高 16 厘米，口径 3 厘米。故宫博
物院藏。

成交额回升 创9年来新高

2021 年春拍，全国文物艺术品
拍卖市场规模有所回升。本季 12
家公司共举办221个专场拍卖，上拍
37248件（套），成交率 77.99%，成交
额 131.54 亿元。同比 2020 年春拍，
成交量增长超过 3 成，成交额增长
约 12 个百分点。由于 2020 年秋拍
时，文物艺术品市场因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整体规模缩小，本季春拍
成交额增长幅度更为明显，达到
59.25%。

尽管成交额各有起伏，但据统
计，本季春拍的总体整体成交额略
高于 2017 年秋拍，是 2012 年春拍
以来的最高点。在所有拍品门类
中，宫廷艺术均价依然最高，为
388.22 万 元/件 （套）， 同 比 增 长
39.72%。

其中，佛教艺术品、邮品钱币
的均价有较大涨幅，同比分别提升
171.66%、 40.92%。同时，古典家
具、珠宝玉石均价也有不同幅度增
长。其中，9个邮品钱币专场共上拍
7237 件 （套），成交 5874 件 （套），
成交率超过 8 成，成交额达到 2.51
亿元。环比上年秋拍，成交额上升
78.01%。尤其是北京诚轩推出的

“机制币”专场以 1.08 亿元成交，
创钱币类专场历史新高。12个宫廷
相关艺术专场共上拍 656 （套），成
交率达到74.85%，成交额19.06 亿
元。环比上年秋拍，成交额增长
691.87%。

此外，19个文房清供专场成交
1746件（套），成交率达到 81.86%，
成交额为 3.64 亿元。环比上年秋
拍，成交量增加234件 （套），成交
额大幅度增长。其中，西泠拍卖和
中贸圣佳共计推出文房清供专场 9
个 ， 合 计 成 交 1.68 亿 元 。 同 时 ，
38 个瓷玉珍玩专场，成交 4075 件
（套），成交率达到 72.23%，成交
额 23.86 亿元。环比上年秋拍，成
交额增长 247.80%。

均价降低 低价拍品占比增大

经过统计，虽然本季春拍成交额
增长幅度较为明显，但单件成交均
价为45.29万元/件 （套），出现同比
下降。1000万元以上成交的拍品仅
有160件 （套），占比0.55%。100万
元以上拍品件数占比6.43%，同比减
少9件 （套）。这也是本季拍品均价
降低的主要原因。

其中，古代书画、近现代书
画、当代书画、瓷玉珍玩、文房清
供、紫砂茗具、油画及当代艺术、
古籍碑帖、信札手稿等门类均价均
有所下降。当代书画与信札手稿两

个门类降幅最大。经过统计，5 个信
札手稿专场共成交 0.99 亿元。同比上
年春拍，成交量减少 181 件 （套），
成交额下降六成。7 个当代书画专场
成交率虽然达到 92.66%，成交额 2.38
亿元。但同比上年春拍成交额下降
38.18%。

与此同时，本季拍卖中，1000万
元以上成交的拍品仅有 160 件 （套），
占比0.55%，同比减少9件（套）。这也
是本季拍品均价降低的主要原因。

白手套专场减少

本季春拍过程当中，拍品成交率达
到100%的白手套专场共有26个，共计
成交量1286件 （套），成交额16.67亿
元。其中，尤以北京保利的“逍遥座
——重要名藏明清古典家具”，中国嘉
德的“紫泥秋华——明品斋珍藏宜兴紫
砂”“知己有恩——王兆祥、江城藏
画”，华艺国际（北京）的“纪念长安
画派六十周年——晚晴居珍藏名家作品

专场”，中贸圣佳的“九希——牧心斋
明清御制铜炉专场”较为引人注目。

但总体来看，26个专场，较上年
春拍减少3个专场，成交额降低21.06
亿元。其中，仅有 4 个专场成交额在
亿元以上，较上年春季减少 5 个；单
件成交 1000 万元以上的拍品有 18 件
（套），同比上年数量同样骤减。

除成交率达到100%的白手套专场
以外，成交额在 1 亿元以上的专场有
30个，成交率85.83%，成交额77.69亿
元。中国嘉德的“宸赏——明清御瓷
珍玩”“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
华艺国际 （北京） 的“大美——近现
代书画珍品之夜”“大美——古代书画
珍品之夜”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这些亿元专场中，单件拍品均价达
226.23 万元，同比上年下降 28.05%；
单件成交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作品有
132件 （套），同比去年春拍减少 8件
（套）。

在春拍过程中，成交价过亿的拍
品吸引了最多的目光，其中徐扬 《平

定西域献俘礼图》以4.14亿元成为全
球古代书画成交额第三名，清乾隆御
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
来仪、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以2.657亿元成为全球最贵瓷器，常玉
《群马》 以 2.07 亿元引领油画市场，
“清乾隆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
卷”以 2.42亿元高价成交，而占据市
场最大份额的近现代书画在今年春拍
中缺位亿元市场。

其中，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地
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百鸟朝
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以 2.657 亿元
成交，刷新中国陶瓷的世界拍卖纪
录。此件转心瓶由上下内外四部分组
成，瓶身有凤凰飞于云端，下半部分
各式瑞鸟纷繁，色彩斑斓，寓意吉
祥。该瓶曾亮相于1999年伦敦佳士得
拍卖。

清代徐扬 《平定西域献俘礼图》
以4.14亿元成交，是中国古代书画的
全球第三高价。画卷描绘了清军得胜
后举行献俘大礼的场景，图中人物众
多，刻画入微，色彩鲜艳饱满，是乾
隆时期清朝宫廷纪实绘画的代表作。
此卷著录于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
编》，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
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嘉庆御
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清宫玺印，
流传有序。

同时，“清乾隆钦定补刻端石兰亭
图帖缂丝全卷”以 2.42亿元成交。此
物全卷长约1715厘米，著录于《石渠
宝笈》 三编，是至今所知唯一一件以
碑帖为底本织作的缂丝作品，也是迄
今所见最长的缂丝手卷，有“缂丝之
王”的美誉。该图卷囊括史上最负盛
名的五大版本 《兰亭集序》，《仿李公
麟流觞图》 画卷，卷中包括乾隆御旨
和御题诗，以及数十篇名人序跋。

常玉 《群马》 以 2.07 亿元成交。
该作品以七匹欢腾的马儿作为主角，
刻画细致、身姿灵动、天真烂漫，在
原野间的纵情嬉闹透出生命的活力，
加之用色独特，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氛
围。

在油画板块中，陈丹青 《西藏组
画·牧羊人》则以1.61亿元成交，创
下艺术家最高拍卖纪录，也是中国当
代艺术的最高价之一。《西藏组画》是
陈丹青于 1978 至 1980 年间在拉萨创
作，描绘了日常生活片段，是作者最
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个人创作，此作
曾于2007年在北京匡时秋拍以3584万
元成交。

石涛 《山麓听泉图》 则以 1.21
亿元成交。此幅图中景致由远及近，
屋舍草木刻画入微，雄伟远山墨色有
致，充满自然闲适之感，可谓石涛作
品中的名件。该件为荣宝斋所藏，被
著录于《中国古代书画目录》。

春拍市场规模回升
本报记者 付裕

布票，也称“棉布购买证”
“购布票”“购布证”，其自1953年
开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
部门印发，是供城乡人口购买布匹
或布制品的一种票证。布票是商品
短缺形势下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
代，百姓过冬需要预备布匹和布制
品，这时就要用到布票。上世纪
80年代初，随着农业和轻纺工业
的发展，布匹供应日趋丰富，布票
随之取消。

布票是购物的凭证，随着它退
出历史舞台，其收藏价值却逐年提
升。目前国内收藏市场上，一套布
票价值过万，甚至数十万元者，不
乏其例。可惜，在国内收藏队伍
中，很多人忽略了这一项收藏。那
么，目前哪些布票值得收藏投资
呢？笔者根据多年的收藏实践，列
举如下：

一、开门布票。又叫“首发布
票”，指的是各地最早发行的有效
期为 1954 年 9 月至 1955 年 2 月的
第一期布票，以及有效期为 1955
年3月至8月的第二期布票。如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除少数地区
外，市面上这一类布票已是凤毛麟
角，存世量越来越少，收集难度越
来越大，不少品种弥足珍贵。

二、特种布票。指的是在特殊
情况下和在特殊人群中使用的布
票。比如福建的支前布票、新疆的
支边布票，陕西、甘肃、青海、贵
州、云南等地冬季寒冷补助布票以
及少数民族补助布票，各地贫下中
农补助布票、知识青年专用布票、
下放干部专用布票等，这些特种布
票的收藏前景被普遍看好。

三、军用布票。在部队里当年
实行的是半供给制，即外套由部队
供给，内衣则由个人购买。所以军
用布票使用的范围小，布票发行量
也小。军用布票首发的是东北商业
局，其他许多地方在发行民用布票
的同时，也印发了军用布票，有的
是专版印刷的，有的是在民用布票
上面加印“军”“军用”或“军
人”字样。后来，军用布票由国家
商业部负责印发，从1955年秋到
1984年结束，最大特点是全国通
用，因此全国各地基本上不再印发
军用布票。军用布票设计印刷通常
比较精美，深受收藏者喜爱。

四、侨汇布票。侨汇票系有价

票证，是上世纪 60年代各地人民银
行和粮食、商业部门联合发行的版
式侨汇商业供应证或侨汇特种物资
供应证，面额为“元”。侨汇票中的
布票需在指定的华侨商店使用，使
用者持券花钱，按票售价平价购
布。还有一种填写式华侨特种供应
布票，需要时，经有关部门审核批
准，临时填上供应布票数量和品
种。由于当时我国境内侨民人数很
少，侨汇布票发行量也很小，且使
用管理十分严格，所以此类布票留
存于世者相当稀少。

五、奇异布票。奇异布票也叫异
形布票，如山东省发行的“1961.9-
1962.8布票”2尺8、3尺、3尺3和
临时调剂布票3尺、5尺。其票面由
正券和副券组成，酷似邮票小型张，
规定正券不能买布，副券离开正券无
效。拿其中3尺3布票来说，正券位
于上方，下面为副券“农村鞋面补助
布票”半市尺，左右两边副券面额
分别为 1 市寸、2 市寸、3 市寸和 5
市寸、7市寸、1市尺。购布时，按
购布数量剪去相应数量面额的副券
即可。此券由30个“山东省”字样
和30个“商业厅”字样组成背景图
案，设计制作精美，别具一番特
色。除山东省外，广东省和湖北省也
曾发行过类似的布票，都有一定的收
藏价值。

六、样张（票样）布票。此类布
票由于没有流通使用，几乎全新，品
相极佳。能够收集到布票的样张（票
样），可以为自己所集同款布票增
彩，从而提高布票的收藏质量。

七、尺寸合一布票。凡是面额量
词中有尺、寸、分的布票，人们就称
其为“尺寸合一”布票，例如，7尺
5寸、2尺8寸半。新疆布票用的是米
制单位，所以有些品种面额中含米和
厘米等量词，如 4米 83厘米。有人
选择尺寸合一布票进行专题集藏，难
度较大。

上述这些布票如果是某一时间
段、同系列推出的话，还可以组成成
套布票，亦称“套票”。有的地方管

“套票”叫作“×枚套”如“9 枚
套”，有的地方则叫“×全”如“8
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套票比散
票收藏价值更高。有的票证收藏爱好
者专题收集背景图案有纪念意义的套
票、特种布票套票或各地后期布票套
票，这些品种都是极佳的选择。

有趣的老布票收藏
刘洪宇

清白套绿玻璃开光花卉纹瓶颈
细长，阔腹下敛，此瓶以白玻璃为
胎，瓶外套淡绿色玻璃为花纹，色彩
柔和淡雅，颜色纯正，质地洁净。

其颈部饰变形缠枝花纹，肩饰
回纹一道，腹部4组开光，内饰缠
枝莲纹。此瓶玲珑小巧，纹饰流

畅，如行云流水，为本来静止的器物
注入了勃勃生机，具有典型的宫廷艺
术风格。

此瓶下配木雕器座，工艺考究，
制作精良。整体造型规范，雕刻精
细，花纹流畅，分外素雅清新，应为
清宫造办处玻璃厂制品。

舅太公去世后，整理遗物时，我在一
个陈旧的箱子底竟发现了一张清代的毕业
文凭。

这张古老的文凭，长56厘米、宽50
厘米，纸张已发黄，但品相尚可，稍有
破损，字迹清晰，框内密密麻麻写满了
字，文凭上的文字内容自右向左均用繁
体字书写，最右侧一排是学校的名字

“安徽省徽州府官立新安中学堂”，接下
来是正文：给发修业文凭事，照得本学
堂现届丙班第八学期考试完毕，学生鲍
锟，本学期总平均分数九十二分七厘，
列入最优等，相应给发修业文凭，须至
文凭者。

与现在的文凭不同的是，在这张文凭
上，还清晰地记录了“毕业试验各科分
数”：包括修身、经学、国文、英文、历
史、地理、算学、博物、理化等11门功

课的毕业考试分数，学科名称与分数后面
竟然还有学生年龄和三代人的签名。而修
业文凭的左侧正中处，还有学生和监督的
签名，监督老师还加盖了私章。最后落款
时间是“宣统三年正月”，整张文凭上面
盖了不少红色的印章，最左边一侧是该文
凭的编号。

光绪三十年（1904年），著名的教育
家许承尧奉谕创办徽州府官立新安中学
堂，为歙县及徽州地区近代中等教育之
发端。1905年冬，歙县历史上第一所中
学“新安中学堂”成立了。新安中学堂
附设师范科，师范教育为全省之权舆。
上学读书识字一直是舅太公梦寐以求的
愿望，一次偶然的机会，舅太公听到有
学校可以上的好消息，他积极报名上
学，如饥似渴地看书、背诵、写字……
经过刻苦学习，舅太公顺利修业完成。
对于学生来说，拿到沉甸甸的文凭，一
定是人生经历的最激动的事之一，这是
几年来勤学苦读的认可。

这张修业文凭见证了舅太公的上学
故事，是一段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资
料，也是当时学堂的创立和发展的真实
见证。

清代宣统年间的毕业文凭
彭宝珠

山东省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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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日
前发布 《2021 年春拍全国
十二家文物艺术品拍卖公
司评述》。通过对北京保
利 、 中 国 嘉 德 、 北 京 荣
宝 、 中 贸 圣 佳 、 西 泠 拍
卖、上海匡时、上海朵云
轩等全国 12家样本拍卖企
业的春季拍卖情况统计，
该报告深入解析了 2021 年
春拍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
市场的基本情况及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