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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名家
一、版画作者在业界的地位和名声是版

画收藏价值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著名画家
吴冠中的版画作品就是目前版画中收藏价值
较高的。

二、画家的亲笔签名是版画增值的重要因
素。一般画家都会在作品上留有自己独特的
印记，最常见的就是画家的签名。版画的签名
以铅笔签名居多，而且通常都会有固定的签
名字样。

三、原创和复制的区别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版画的收藏价值。版画的可复制性是版面收藏
在中国市场上不被看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原创版
画是画家构图绘制并逐张套印完成的版画，复制
版画是由画家或原画作的所有权者委托印制的、
限定了数量的版画。一般而言，原创的收藏和增
值价值都比复制要高，因此复制的比原创的价格
便宜。

四、留意作品的发行数量编号。版画的可复
制性决定了它可以不同于油画的唯一性而有数
量地发行，而版画发行一般都是有发行数量编号
的。国际标准为一个几分之几的数字，如某张版
画是 10份里的第一张，就要标上 1/10，说明它共
印了10份，这是其中的第一份。分子越小，版画的
价值越大；分母越大，版画的价值越小。

五、精品版画更有收藏价值，未来增值潜力更
大。目前在版画收藏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些
入选过全国美展或获过全国大奖、得过美术评论
界的一致好评的版画才能称之为精品版画，收藏
价值更被看好。

吴昌硕，浙江湖州安吉人，
晚清民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
术家，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是近
代中国最杰出的艺坛巨匠之
一，被公认为诗、书、画、印四绝
之集大成者。他创作了《寒畦肥
菜》《一畦肥菜》《菜根滋味长》

《清白传家》等众多白菜名作。
此文所附的吴昌硕白菜画《清
白 传 家》，大 小 为 1160mm ×
450mm，创作于 1919 年。从画
面看，但见4棵白菜生长肥硕、
新鲜欲滴。白菜菜叶部分以淡
墨晕染出轮廓，然后以浓墨画
出菜叶的脉络；菜帮部分以墨
勾画出轮廓，中间部分留白，从
而以墨色的浓淡来体现“清白”
分明。

吴昌硕常在白菜画作中题
跋，如他在白菜画《清白传家》
上所题：“秋霜入菜根始肥，菜
根常咬能救饥。家园寒菜满一
畦，如今画菜思故里。馋涎三尺
湿透纸，菜味至美纪以诗。彼肉
食者安得知。具区之精昆仑蘋，
玉蔬金菜仙厨珍。烟芽露甲堪
素食，要与天地同长春。”吴老
借助题跋，不仅吐露了对家园
的思乡之情，颂扬了白菜之美
味，也优化了画面布局，映衬了
画意。

吴昌硕喜欢以白菜入画，
这与他浓厚的乡村情结息息相

关。作为耕读人家本色，吴昌硕
年少时，就时常跟着父亲到村
口的农田里劳作，并作为一种
潜意识影响着他的绘画创作。
正因如此，他在绘画主题方面
钟情于乡村蔬菜瓜果，如竹笋、
南瓜、白菜、萝卜等，并专门刻
了一方闲章：“园菜瓜果助米
粮。”边款曰：“予居乡时，时涉
此境。”即使他成为天下名社西
泠印社的首任社长，以一代书
画名家誉满大江南北时，仍然
心怀乡土气息，坦诚自信地称
自己为“一耕夫”，真让人肃然
起敬。

白菜，古称“菘”，十字花科
植物，故乡在我国。考古发现，在
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
中出土有白菜的种子。文献著录
始见于汉代医书《伤寒论》。及至
宋代育成各种佳品，且有白菘、
青菘等名称。明代的《学圃杂疏》
对白菜栽培也有记载。到了清
代，《顺天府志》《胶州志》及《续
菜谱》等文献中已有大量白菜性
状及栽培方法的记载。如今，白
菜栽培早已广布于我国大江南
北，民间视之为“百菜之菜”。同
时，白菜的菜叶是青色，菜帮为
白菜，象征“清清白白”。于是，一
些画家喜欢将其作为笔下创作
的好题材，著名画家吴昌硕就是
个中之一。

初冬时节，走进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平和县首届文
化名家林明才的画室，几十幅大小不一的
工笔花鸟与青绿山水，从楼梯挂满到画
室，这些画作中既有工笔花鸟巨作，也有
山水斗方，仔细欣赏其画作，色调温暖、层
次分明、视觉开阔、线条流畅，一股从容淡
雅的画风扑面而来，从不同角度都有不同
的审美意趣。

和林明才说起学画话题，瞬间便推开
了一扇门似的，感觉有说不完的话题，满
满的全都是学画作画的趣事。

童年时村庄里的小画家

在林明才的记忆中，他从小就对色
彩与光线有着异常敏感的感受力，幼时
他对阳光透射进花蚊帐时，映射出花草
图案很着迷，后来又痴迷于乡下各种老
式床花及镜框图案和庙里的画作，待在
那一看就是大半天，回到家里便把看到
的图画都画出来。

但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一大家子
的温饱都尚未解决，又哪来的零花钱去买
纸笔？手脚勤快心思活络的林明才，便寻
思着到山上捡松果及到河里抓鱼，再拿到
城里卖，换点零钱买纸笔。除此，每次到外
婆家，外婆都会给他两毛钱，他就用这两
毛钱买了纸和笔，画出看到和想到的花鸟
草虫。

后来上了小学，他常在作业簿上涂涂
画画，又薄又小的作业簿不经涂，没几天
工夫就用光了，为此，他常挨父亲批评。为
买纸笔，他更加勤奋地去抓鱼，久而久之，
他变成村里的抓鱼能手。然而，这些辛辛
苦苦抓到的鱼，林明才却都拿到县城三角
坪去卖，卖鱼的钱都被他用来买纸和笔。
有次和弟弟一起去抓了几斤溪鱼到三角
坪去卖，兄弟俩忍饥挨饿辛劳了大半天，
按说卖了鱼起码要各来上一碗水面犒赏
一下，但为省下更多的钱来买画纸，他便
和弟弟商量说，能省一点是一点，最后兄
弟俩只要一碗的汤面，你一口我一口地吃
得不亦乐乎。省下来的1.2毛钱，可以买两
张大张画纸。

在当时，书画不像今天这么普及，每
闻县城有办书画展的消息，林明才总要想
尽办法赶大老远的路前来学习观摩，对着
墙上的每一幅画都细细琢磨；除此，还经
常到百货商店、餐馆看墙上的广告画，从
中学到不少知识。加上幼年开始的涂涂画
画，上了小学的林明才很快就摸到画画的
一些窍门，他能惟妙惟肖地画出大片山
水，他喜欢画大张的画，最常画的便是桂
林山水式的大画作。家里没有画桌，他就
趴在地上画，画好后便挂在墙上。来家里
玩的客人和村干部每见到林明才的画作
都要夸赞一番，都说他现在是小画家，将
来定是一个大画家，他听了心里美滋滋
的，画画的劲头更足了。

青年时一路拜师学画
千辛万苦终得所愿

1980 年秋，上了中学的林明才对画
家梦有了更清晰的追求，他希望能遇上一
个专业的美术老师，这样才能走上专业的
画家之路。

而当时乡下的中小学都没有专业
美术老师，学校也没有美术课。然而林
明才并不气馁，他坚持对日常观察写生
积累“画艺”，并期待能早日遇上专业美
术老师。

1982 年 6月，周碧初回乡讲学，在平
和一中就读的哥哥获悉消息，借辆自行车
回家，拉上弟弟就跑。那天，前来观摩周碧
初讲学的人竟从中山公园一直排到文化
馆二楼，最终因没票进不了会场，他便挤
到窗外看周碧初的艺术幻灯片，并仔细聆
听他的讲学内容，充满崇敬之情。这是林
明才从小以来听到最好、最专业的一堂美
术课。

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一上学期的某
天，林明才发现教室隔壁竟住着一位美术
老师——林昌年，这可把他激动得不行。
此后，每次下课都要到他的窗前徘徊，看
林老师作画。后来，在班主任曾文钦老师
的引荐下，他成为林老师的入室弟子，连
同周末都吃住在学校，潜心跟林昌年老师
学画。

职高毕业前夕，学校来了一位从厦门
来讲课的美术老师叶和平，点评林明才的
作业时，他说：“静物素描不用再
画了，要转向石膏像和人头像的
训练，准备考大学。”他帮林明才
打开了另一扇更高的窗。

1984 年，职高毕业后，林明
才感到画画的专业根基不够扎
实，在叶和平老师的引荐下，他
到集美师专美术学校再系统地
培训学习素描、色彩、速写等美
术基础课程。其间，他遇上另一
个授业恩师张厚进，张老师很看
好勤奋好学的林明才，还帮助林
明才减免每月60元的学费，并在
美术专业上予以细心点拨。正是
集美培训班上两年多的系统培

训与文化课的学习，1988年，林明才以全
省美术专业第三名的好成绩考上集美师
专，继续他的美术求学生涯。

上大学时，因其专业功底扎实，被推
选为班长。大学期间，张厚进老师教他水
彩画；陈禾坪等老师教他素描；叶德昌老
师、林金定等老师教他国画；陈禾青老师
教他工笔画。他勤学苦练打下厚实基础。
不仅如此，他还常在周末、假期到集美区
文化馆跟陈禾青老师学习工笔画，两年
深造，林明才的工笔花鸟日臻成熟，毕业
前一学期，林明才精心创作一批工笔花
鸟画，毕业前夕，在集美文化馆和平和文
化馆分别举办“林明才工笔画展”，这是
集美师专学生首次在社会上的个人画
展。当时，家里还卖了一头母牛来资助他
办画展。

秉承周碧初艺术文脉
扶植桑梓画坛三十余载

1990年8月，林明才被分配到平和西
部山区霞寨镇任教，成了平和三中第一任
专业美术老师。

回想自己年少时学画的艰辛历程，走
上教坛的第一天林明才便暗下决心，要为
这山区的孩子带来新的美术火种。他把一
个闲弃的破旧教室清理出来，发动学生拿
出瓶瓶罐罐当教具，免费办了一个美术兴
趣班，没想到全校一下来了 50多个学生
跟他学画，这让林明才很受鼓舞。更惊喜
的是，翌年还有两位学生考上大学美术专
业，马上引起学校重视，开始拨款买教具，
并腾出专门的教室教学。

霞寨是中国油画拓荒者周碧初的故
乡，文脉深远。林明才到校任教后，报班
学画的人与日俱增，学校班级容纳不了，
林明才便在离中学三百米开外的周碧初
故居开办美术班，一时间还是生源爆满。
他在平和三中任教五年间，共有 40多位
学生考上全国各地美术院校，其中黄良
福还是全平和第一个考上中央美术学院
的学生。

1995 年，林明才从全县遴选到平和
县周碧初艺术馆，成为一名专业的驻馆画
家，并于 1998 年至 2022 年担任馆长 24
年，林明才迎来一段个人学习与创作的黄
金期。从1996年开始，林明才先后到上海
周碧初家中、上海油画雕塑院等地，并和
周碧初的学生们和上海画界名流开展深
入的交流，收集大量周碧初生平资料。
2015 年，林明才编著《周碧初艺术人生》
出版；2016年，制作周碧初艺术人生专题
片；2024年，制作周碧初文献展并长期展
览，较为系统地宣传了中国油画拓荒者周
碧初的艺术人生。

为更好发挥周碧初美术馆的阵地作
用，林明才组织举办数场书画展，还在周
碧初诞辰 100周年和 120周年之际，牵头
举办系列书画活动，邀请全国各地书画名
家前来笔会采风与笔墨交流，提升了平和
书画界的视野与创作水准。同时，在每年
寒暑期免费举办“寒暑假美术班”，培养大
量美术新人。

林明才也充分利用这段宝贵时光，静
心钻研，创作了一大批精品力作。2015
年，在周碧初艺术馆举办林明才个人工笔
画花鸟画展。

艺无止境，2016年，林明才到北京现代
工笔画院深造，得到李魁正、贾广健、贾俊
春、王冠军等工笔画名家的悉心指导。山水
画师从祁恩进老师，祁老师常夸他笔性好、
笔墨好。这次深造为林明才打开更高的艺
术之窗，他还时常与全国著名青年工笔花
鸟画家林涛、张贤明、方政和等交流学习，
使他创作进入一种更加自由的维度，一批
有影响力的精品画作先后诞生。从2016年
至2021年的五年间，6次画作入选中美协
主办的画展，其中《春满古运河》《大美漳
州·盛世芳华》获优秀奖，并各获入会资格
一次。其《金秋絮语》获2016年福建省第二
届花鸟画大奖优秀奖（最高奖）。2020年林
明才加入中国工笔画学会，2022年加入中
国美术家协会。2024年平和县第一批县级
高层次现有人才，林明才获平和县首届文
化名家。

林明才回顾几十年来的学画作画历
程，酸甜苦辣咸皆有，但他痴迷画作不改
初衷，这份坚持也给自己的人生赢得满满
的收获，可谓是一路芬芳，花开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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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才正在画室作画

《松山烟云》

《故园之秋》

《暮霭朝颜》 《榴实鸣翠》

《《
清
白
传
家

清
白
传
家
》》

吴
昌
硕

吴
昌
硕

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