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和商业机构$如果能引入对工商业机构用水情癋的分析!可能不仅会丰富

水利社会结构的
$

容!也有利於明晰其长期变化$不过!限於本书的专业定

位!可能不太方便将研究时限过於下移$

再次!作者关注制度层面的变迁情形!尤其是政府领导下的机构变迁!

在论述(集体化时期)的情癋时!更是选用大量官方档案资料进行分析!从

而得以勾勒当时(集权式动员体制)的大致轮廓$但由於缺乏其他资料进行

佐证!作者对此时期水利建设事业的评价!似乎还需予以进一步的验证$

最後!有研究者将水权分
(

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两类!?认
(

(前近代

华北乡村!对水资源所有权的
>

夺体现得?不十分明显!对水使用权或者
&

控制权则
%

调得较
(

突出)$ /张俊峰! -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

一种解读.!北京"商务印书馆!"#$(!页"## 0由此看!本书作者所讨论的

(水权)主要也是水的控制权或者
&

使用权!当然水资源的所有权是归国家

或者
&

灌区集体所有的$在(集体化时期)水利
(

农业服务的理念下!政府

不仅规定了每亩地的用水量!而且会进一步规定具体的灌溉地亩$但是!由

於农民或者
&

社队毕竟才是具体的用水者!加之(自留地)的存在!因此农

民也?有一部份水的使用权$权利双方经过协商!签定(用水合同)!使得

灌溉得以发生/页$(O[$%& 0$因此!是否需要在考察水权问题时关注地权问

题以及种植制度!或者将水权问题进行细化分析呢'

蒋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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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是叶康宁对明代艺术品消费研

究的代表作品!也是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明代嘉万时期的书画消费

研究)的结项成果$全书除引子外共分八章!包括世风%需求%

:

市%骨董

商%居间人%价格%赝品%馀论!且有嘉隆万时期书画交易的价格附表整理!

(

研究书画交易问题提供了价格资讯$与以往的艺术史研究不同的是!该书

是艺术%经济%社会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

)

有单纯的讲明代书画史!而

是将书画作
(

一种商品!穿插在政治%社会%经济活动之中!其研究思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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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野值得我们借鉴$

全书以嘉靖时期王
|(

巴结权臣严嵩进献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一事

(

引子!

(

我们揭露明中期的书画消费画面!证明书画作
(

风雅之好在明中

期以後的达官贵人手中已司空见惯$接着!作者以书画交易过程来论述书画

消费相关问题$

首先是交易的背景$明代後期书画消费兴盛有着深刻的原因$嘉隆万时

期正是明代的转型时期!虽面临南倭北虏的危机!但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

消费水准提高!生
-

力提高#思想上出现早期的
;

蒙思想!社会风俗也发生

改变$ /张显清主编! -明代後期社会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0世风已从明初的崇尚节俭转
(

崇奢重利!明代曾撰写 +崇奢

辨,/-蒹葭堂杂著摘抄.! -丛书集成初编.本!页"[& 0的陆楫便是当时

江南文人呼反节俭%崇奢侈的代表!对此!林丽月认
(

!(反映奢侈论的流

衍与传统本末观念的交融!似乎才是标?此一时期秩序变动的重要元素 )$

/林丽月! -奢俭1本末1出处***明清社会的秩序心态.!台北"新文丰出

版公司!"#$& 0这一时期!达官贵人
>

相附庸风雅!商人群体获得巨大财富

後兴建园林!热衷於收藏古玩字画以展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作者通过分析

当时社会背景!考察书画消费繁荣的背後原因!正是社会的奢侈之风及士商

阶层的长物之好!成了书画消费的前提$

交易的发生!首先源於需求$紧接着作者考察书画作
(

一种特殊的物品

如何用於人际交往!甚至成
(

贿赂的媒介$因书画的价钱不明显且难於估

量!成
(

(雅贿)的必需品$

(

证明其观点!书中列举明代
$

阁首辅严嵩%

张居正等接受书画贿赂的例子$正是由於雅贿使得书画的价格提高!书画市

场繁荣起来$再者!科举入仕的读书人
(

了免俗!使(古董%字画!被大量

地带到了道德真空地带的金钱世界$这些物品向应邀前来参观或使用的人们

展示着收藏者的独到鉴赏力和不俗的文化品位)$ /卜正民著!方骏%王秀

丽%罗天佑译!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北京"三联书店!

"##&!页"IO 0而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之间的侈加剧书画消费的增加$

交易的发生!第二层就是场域$作者考察消费者购买书画的场域!即

(

:

市)/古玩摊或店铺 0$明代江南地区的庙市%灯市%香市%夜市发

达!

(

字画商人提供出售的场所!如苏杭%南京的书画市场皆是由此$江南

地区水网密?!船是主要交通工具!而书画船更是一种移动的文房!许多书

画交易在此完成$而明代主要依靠骨董商/古董商0和居间人促成交易$骨

董商不仅兜售书画!还购买书画!促成交易$居间人即中人或代购人!通过

�

$GO

)

*

+

,



&

合而达成双方的交易$书画市场的中人与其他市场明显不同!书画市场的

居间人多由裱褙匠担任!因佳作皆需裱方能保存!这些匠人便可得知保存书

画者资讯!而且匠人具有一定的美术知识!能大致分辨书画的品级高低!所

以往往充当中间人$

交易结束!看的便是价格$书画作
(

一种特殊商品!几乎不见於正史%

方志%档案等文献中!要得知这一资讯十分困难!且文人癴於谈金钱!即使

有记
5

!在後来刊刻书籍时往往被掉!宋代米芾曾言 (书画不可论价 )

/米芾! -画史.! -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版!页"H 0!论价的文人会被

同行癴笑$作者考察许多明代的书画真?中的题跋!且利用项元汴的标记及

-詹东图玄览编.% -味水轩日记.% -清河书画舫.等笔记%画谱!勾勒

出嘉隆万时期书画市场上的价格!这极
(

可贵$因艺术品不遵循商品价值规

律!所以很难用普通商品的特徵衡量$作者通过分析认
(

"价格有主观性和

偶然性!而记
5

价格的人也有主观性和偶然性!致使价格记
5

?不准确$作

者利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将嘉隆万时期记载书画价格的统一
L

算
(

银两!将

现存&"条书画价格记
5

列表进行分析!?将项元汴的标记与-戏评古次第.

中的价格进行对比!清除谬误!使我们了解到 (书画作品年代越早价格越

高#交易年代越晚!价格越高)这一书画定价规律!这印证了经济学的一个

原理!即(稀缺性)!年代久远的作品存世量低!而交易年代越晚则使得作

品稀缺性越
%

!若人们
>

相购之!则价格会更高$面对高昂的价格!一些人

难於购买真?!不得不使用替代品!即
}

作$这也使得大量画师
(

名利大兴

作
}

!赝品充斥市场!而这正反映(转售赝品的行
(

使一次消费的终点变成

下一次消费的起点)/页$G& 0$

交易结束!作者通过分析影响书画消费的因素!可知江南经济优越!区

域优势明显!且需求量大!市场导向
%

!这些是客观原因!也是促使书画消

费激增的外在条件$另一重要因素是士商阶层的标榜及风气影响! (对清雅

的标举与追逐!使雅俗的界限不断地模糊又不断地被重建$士商 5竞尚利

名6的行
(

通过书画消费转化
(

5竞尚清雅 6)/页$($ 0$而这是主观原

因!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纵览全书!笔者认
(

全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突破"

第一!视角独特!

*

具慧眼$作者虽是艺术史的研究!实则通过书画这

一商品贯穿明代後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及经济发展%士商关!甚至朝堂

之上的政治
>

!以书画
(

引子!以小见大$对以往明代经济史%社会史领

域鲜有涉及的书画价格%书画消费作出深入探讨!丰富学界对该问题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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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此微观的视角!使得我们生动地观察明中期以後的世风世象以及各个

社会群体在文化消费中的关$

第二!史料丰富!旁徵博引$全书既利用官方政书如-明会典.%方志

如-太仓州志.等!又引用大量文人笔记%文集%日记等!较
(

清晰%生动

地展示时人的文化消费观念及士商阶层的活动$更
(

可贵的是作者利用历史

研究中较少使用的画谱%画品等文献寻找正史之中不见的书画价格!且利用

博物馆藏实物!对这些传世真?的跋语进行细微的考察!找到许多一手资

料$利用这些资料统计出的书画价格表!

(

未来明代艺术品市场研究提供参

考标准$

第三!方法创新!值得借鉴$作者?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大时代背景

下论述在小场域眧的书画交易!相得益彰!且随着不断吸纳各学科的成果!

艺术史逐步摆
O

就艺术谈艺术的旧思路$作者结合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

的知识!利用书画这一物品!探讨时人的身份%阶级%喜好%品位%生活方

式等私人体验!用以管窥明後期崇奢%开放%繁荣%变革的社会风潮!实现

艺术史研究从物到人的转变!颇有新文化史研究的意味$针对当下艺术品市

场的混乱!读者可从历史中找到答案!相信会有很大收!对当今艺术品的

消费有一定的借鉴$

当然!以笔者一孔之见!本书还有许多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如比起繁

华的江南!其他地区的书画交易是怎样的!其价格是否与江南地区有所差

?'在典当业发展的明後期!书画在此行业是如何运转'面对书画交易成

风%受贿?滥!明政府如何应对!有识之士又提出了哪些看法'针对书画作

}

!时人有无防
}

或应对的手段!等等$这些问题有待新资料的挖掘!才能

有所解答!同时!期待作者能继续关注上述问题!开拓更加宽阔的研究路

径!发表更好的研究作品!贡献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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