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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著名报人邹韬奋先生对《生活周刊》有首创之功。二十余年一路辉煌，秉承邹韬奋先生“真
诚地为生活着的人们服务”的一贯宗旨，今天的《生活周刊》更倡导优质生活，彰显时代气质，发现城市精
神，展示上海特色。2014年，生活周刊收藏俱乐部正式成立，期待您的加入。

悠游生活·品位收藏
生活周刊收藏俱乐部成立

我喜爱收藏，二十八年的执着，我不惜一切代价，以独特的眼光和悟性，收集研究，整理、组合，我

的中外旅游文化和老上海风情系列已成了精彩亮点，我梦想营造一座高雅独特的艺术宫殿，多半是为

了我们的孩子和将来！

如今梦想已变为现实。民间收藏搞大了，一定要从家庭走向社会，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当它上升为事

业来做，就将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我们要寻找机会，毫无保留，无条件的把藏品呈现在公众面前。

我们渴求得到贵人的相助，我们终将以一流的收藏，极高的文化品位来证明自己，叫后人折服。我

们的执着同样会感动中国。

在此，我为生活周刊收藏俱乐部的成立、收藏版面的开创感到由衷的高兴，并送上诚挚的祝福。

彭学伟
上海市收藏协会会员
创办“世界旅游博物馆”

这两年艺术市场火热，很多人投入到艺术品收藏的潮流中。其实这也

不算是新现象。我们中国从明代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艺术品市场

就逐渐繁荣起来，价格日益提升，也催生出不少收藏大家。这说明，对中国

人来说艺术品是有重要价值的。

在当代，这股收藏热更是达到鼎盛。特别是随着资本的大规模运

作，艺术品价格屡创新高，使艺术家和收藏家“双赢”。于是，越来越多的

人对艺术、对收藏感兴趣。另一方面，收藏之被重视，也让中华民族的文化

瑰宝得到保存和传承。

作为艺术家，我感到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十分幸福的。当然，也要保持

清醒的头脑，创作出更好更精的作品，以迎接这“收藏盛世”。

肖谷
著名画家
上海油画雕塑院常务副院长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给历代的收藏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

资源，也给历代艺术家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艺术营养。可以说，历史上

有建树的艺术家本身就是收藏爱好者或收藏家。他们从历史的优秀

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同时又将自己的

艺术反哺于历史，又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一朵奇葩，生生不息，地久

天长。

我的曾祖吴昌硕先生的求艺道路也是这般经历。他一生好学秦

汉，喜收藏秦缶汉瓦晋砖，将之古朴浑厚大气的风格融入了自己的诗

书画印，厚积薄发，终成了具有自己独特艺风，影响深远的一代宗师。

吴超
西泠印社社员
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副会长
海上书画名家后裔联谊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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