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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壁

■“中国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对吧？但我要说，怕不怕

壮，得看这头猪吃的是什么饲料，如果它胖起来的方式不正常，吃

的饲料不对头，那当然怕。但事实上，上过百富榜的富豪只有 16

个出了事，98%的富豪是很好的，企业发展也很好，证明富豪绝大

多数是非常‘健康’的。其次，被查富豪并不是因为上榜才被查，

其实查处时间远远早于发榜。”

——胡润说“我的‘百富榜’不是‘杀猪榜’”。

2010 胡润艺术榜日前发布，英国人胡润如是为其榜单辩解。

该榜之所以有“杀猪榜”的绰号，是因为不少被他曝光的富豪，纷

纷因经济问题而落马。其他领域的富豪位列该榜，是既喜又忧，

忧多于喜；而艺术家无“落马”之虞，若被胡润垂青，求之不得，有

喜无忧。一个老外不远万里跑到中国炮制“百富榜”，究竟有多大

的公信力？钱越多是否艺术成就越大？姑妄评之，姑妄听之。

■“很多工人参与了过程，他们发现参与这个创作很有意思，

好多的想法和装配连接，都是工人们给出来的。我觉得工人们对材

料的感觉比艺术家更强烈，工人是最聪明的，他们把《凤凰》当成自

己的作品来做。我一直有很重的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和社会之

间的态度，对艺术是老实的。我抓住这个态度，时代进入现代，我

就是现代艺术家；时代进入当代，我就是当代艺术家；时代开始搞

实验，我就是实验艺术家。我走得快，是因为时代走得快。”

——徐冰说“我走得快，是因为时代走得快”。

大型装置《凤凰》，署名是徐冰的作品，实则是集体智慧的产

物。这两只由建筑废料制成的大鸟，化腐朽为神奇，有寓意，很好

玩，观者自有感受。在炫奇争胜的当代艺术领域，《凤凰》无疑是

一件好作品，而所谓“21 世纪资本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最具

突破力的佳作”“它们的每一片翎羽都散发着神性”云云，显系过

誉之辞和过度阐释。

■“何谓‘官员书法家’？即当了官员之后才当书法家的人。

众所周知，中国行政机构的数量位居世界之首，官员也如过江之

鲫，多得惊人。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官员书法专业水平很低，却

堂而皇之地做书法家状，令人匪夷所思。我希望官员们学习书

法，但不喜欢官员们初学书法就冠上‘书法家’的帽子，并到处题

词卖字。”

——《青年文学》副主编张瑞田说“官员的字能随便叫‘书法’吗？”

因为全社会的“官本位”崇拜不减，全社会的书法鉴赏水平低

下，胡长清、陈绍基等“官员书法家”于是层出不穷。官员写的不

是字，是威风。

■“进入 2000 年，我记得有一次在张仃老师家里，与张仃和夫

人理召老师闲谈，突然张仃老师问我：‘你的画卖什么价钱？’我局

促不安地有意把画价降低了不少，告诉了他……我在美国匆匆度

过了 30 个春秋，转眼间也进入了 70 岁。古稀之年，怀着一种忏悔

的心情，我画了两幅画：《三十功名尘与土》和《八千里路云和

月》。商业与金钱，物欲横流的社会，消磨了我多少艺术理想，蹉

跎了我多少岁月！”

——丁绍光撰文怀念恩师张仃。

名利之于艺术，是把双刃剑。在旁人眼里，丁绍光名利双收，

志得意满，可曾知道，他也有忏悔和悲叹。像张仃老人那样淡泊

明志、勇猛精进的艺术家，的确罕见，堪称楷模。

续随子点评

本报讯 河沙、泥浆、灰膏、

塑料……这些在建筑沙盘中都难

得一见的真材实料，被青年艺术

家马佳伟作为新的材质，用以呈

现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4月

11 日至 23 日，北京环铁时代国际

美术馆推出马佳伟、刘耀先等 12

位青年艺术家“途中的风景”艺术

展，展出他们 50 余部材质不一、风

格各异的艺术作品。

据策展人孙小娟介绍，“途中”

指小到艺术家个人，大到当代艺术

甚至人类整体，都在文明的进程之

中，都在不断探索当中。此次展览

意在发现当代艺术的新面孔，对新

锐艺术家的探索意识和实验精神

进行奖掖和提携。艺术家把自己

的代表作品献给观众，正是这些不

同的个体呈现，使展览提供了相互

参照、共同成长的可能。 （天 颖）

4 月 9 日，“素描与艺术的深

度”专题讲座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馆举行。中央美院老院长、著名油

画艺术家靳尚谊主讲，中央美院教

授、著名评论家邵大箴和油画系副

主任孙迅任评议人，中央美院副院

长徐冰担任讲座主持。

靳尚谊：
不懂素描就无法画好油画

靳尚谊坦言，在 1949 年考取

北 平 艺 专 之 前，他 根 本 不 知“ 素

描”为何物。为考学所需，才开始

接触素描，知道了素描是用木炭

条来进行创作、用蘸水的馒头作

为皮擦来进行修改的创作方式。

后来又了解到，与讲究写意的中

国画不同，讲究写实的西方油画

要求造型的准确与体积的真实，

而素描就是西方整个造型体系的

核心。

“无论是为宗教、政治服务的

古典传统油画或是现代主义的、

抽象的油画，素描是其创作的基

础和本源性的规律之一，不懂素

描 就 无 法 画 出 好 的 油 画。”靳 尚

谊说，他 1979 年出访西德时，曾

询问当地的美术院校对素描教育

有何新发展，对方的回答简单明

了——素描原则的要求与 200 年

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使得

靳尚谊不再注意风格的变化而是

极为重视素描基础的学习，并至

今仍研究不止。

在靳尚谊看来，东方人看西

方油画常常会注意其复杂的流派

和各国、各派之间不同的创作风

格，而 这 些 却 并 不 是 最 重 要 的。

他认为，西方油画受宗教传统的

影响极大，各国都是按照意大利

的传统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法国

或是俄国，他们的体系都源自于

意 大 利 ，更 确 切 地 说 出 自 于 罗

马。因此，研究欧洲油画应该研

究其本源规律而不是风格。“因为

风格是个人的、多变的，是其本源

在 各 地、各 人 身 上 的 不 同 反 映。

风格只是体现了艺术的差别，而

本源性、基础性的规律则体现了

艺术水平。”靳尚谊说，“素描解决

的是水平问题不是风格问题，风

格没有好坏之分，而规律却能体

现出水平的高低。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一个流派内大师与普通艺术

家在作品水平上的差别。”

靳尚谊认为，当今的很多艺

术家正面临“画与不画”素描的矛

盾，因为中国艺术界引进的西方

艺术思想主要是印象派前后阶段

的思想，而此前对古典艺术和现

代艺术的引进、发展不够充分，因

此中国艺术界也出现了发展的矛

盾。“在上世纪 80 至 90 年代，此矛

盾表现为现代主义与传统写实的

矛盾。90 年代以后，装置、观念艺

术迅速发展，此两者的创作只需

要创新性的想法而不需要扎实的

基础绘画，因此，到如今中国的绘

画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即

画与不画素描的矛盾。”

面对当代艺术中装置艺术、

观念艺术的大力发展，素描呈现

出越来越不被重视的倾向，靳尚

谊认为：“素描现在仍有其继续存

在的价值。首先，打好素描基础，

可以进行各种具象、抽象形式美

的创造。其次，学校的素描课、写

生 课 可 让 学 生 知 道 什 么 是 形 式

美，为未来设计领域的发展提供

高素质、高修养的人才。”

邵大箴：
学院必须要有围墙

同靳尚谊一样，邵大箴认为

素描是西方造型艺术的基础，虽

然伴随着现代主义艺术、当代艺

术的发展，素描逐渐式微，但在这

些新艺术的创作中如果缺乏素描

基础，会造成艺术对人性、情感表

达的丧失，所以想用行为、观念等

当代艺术形式来代替传统的艺术

形式是不可能的。“很多有名的前

卫艺术家都是经过学院训练的，

都拥有传统的艺术修养，因为没

有传统艺术的基础学习，艺术家

很难创作出有深度的作品。”

1981 年，邵大箴参加文化部

的教育代表团，前往法国、意大利

等地参观。在巴黎赵无极的工作

室（当时赵无极在巴黎高等装饰

美术学院教书）看到有 16 个学生

正在画模特，邵大箴问赵无极：“你

是画抽象艺术的，为什么这 16 个

学生都要进行写实训练？”赵无极

说，写实与抽象都是画家对客观

物象认识的一种表达，具象的、写

实的艺术表达的是抽象观念，但

它的形态是具象的、写实的；而抽

象 艺 术 表 达 的 思 想 感 情 是 抽 象

的，形态也是抽象的，但它们的出

发点是一致的，即艺术家对客观

物象要如何认识。写实艺术与抽

象艺术都需要素描训练，素描训

练可以看出学生观察点的差别和

思维方式的不同，只有经过了严

格的写实训练，将来在创作抽象

画时才符合艺术的创作原理。

“为什么卢沉和周思聪能在

改 革 开 放 前 就 在 书 画 界 脱 颖 而

出？就是因为他们的艺术造型严

谨、生动，而这些并非完全是中国

画的呈现，他们还吸收了很多西

方造型艺术，包括素描艺术的特

点。虽然他们后来为脱离素描做

了很多努力，但如果没有这些基

础的打造，他们也不会成为 20 世

纪下半期重要的艺术家。”邵大箴

说，中国画中要不要素描是20世纪

以来一直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他

认为国人可以吸收外国的造型方

式和思维方式，即油画的素描方

法，这对中国画发展有益无害。“徐

悲鸿、蒋兆和、李可染，他们都借用

了西方素描的造型艺术，他们的国

画都是独树一帜的。”

谈到学院的素描教育，邵大

箴说，素描不仅在学院内极为重

要，在整个艺术发展中也极其重

要。学院必须要有围墙，因为有

墙即有门，这门可以吸引外人进

来，也可以使人走出；学院也必须

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和教学方法，

因为如果创作都平面化了，与 798

等艺术区一样了，那年轻人又何

必来此学习呢？“学院不能保守也

不能自大，要向院外学习，向异域

画家学习，向其他有创造性的画

家学习，这样才能立体发展。”邵

大箴说。

一年一度的春拍大幕又开启

了。首先亮相的便是拍卖业“大

鳄”苏富比。4 月 8 日，香港苏富比

为期 6 天的佳酿、艺术品和珠宝春

季拍卖会结束，总成交额 2.56 亿

美元，成绩创其香港春季拍卖会

37 年新高。

在此次拍卖中，多款明清官

窑 瓷 器 和 皇 宫 器 物 让 人 眼 前 一

亮。其中，清乾隆帝御宝题诗“太

上皇帝”白玉圆玺、清 18 世纪御制

东珠朝珠等成交价均刷新世界拍

卖纪录。“这次拍卖在许多方面具

有突破性意义，原因在于越来越

多的中国内地人士参与。”苏富比

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说。

在不久后的 5 月 31 日，香港

佳士得也将举行“中国宫廷御制

艺术精品、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

精品”专场。一对雍正时期的粉

彩过枝福寿双全盘，估价为 800 万

至 1000 万港元；一款雍正年间仿

成化斗彩缠枝番莲纹长颈瓶，估

价 500 万至 700 万港元……

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

中国古代艺术品在拍卖市场的火

爆刺激了大量的收藏家和投机者，

他们节节高涨的热情使得文物拍

卖一片玉锦繁华、天价迭出。但这

些文物从哪里来？它们是怎样流

入市场的？它们是否合法？它们

的价格与价值是否成正比？真实

的文物艺术品市场是怎样的……

正当人们被这些爆出的“天价”数

字弄得神昏目眩时，一本《谁在拍

卖 中 国》在 收 藏 圈 内 悄 然 走 红。

作者吴树以圆明园文物拍卖事件

和中国文物走私现象为切入口，

分别对英、法、德、美、比利时等欧

美国家艺术品市场进行了全方位

的调查研究，同时对国内文物“三

盗”、古董走私、官员收藏、拍卖黑

幕等最新动态做了更加深入的明

察暗访，披露了文物收藏界的诸多

潜规则。日前，记者对吴树及相关

人士进行了采访。

中国富豪买不到真正国宝

在吴树看来，拍卖市场存在

大量问题。他曾用两年时间对浙

江、江苏、山西、北京等地的十几

位富豪收藏者进行明察暗访。这

些富豪藏品的主要来源为海外拍

场，投资达数亿元人民币。但吴

树调查后发现，除去赝品，这些富

豪 85%以上的藏品都是元、明、清

三代官窑瓷器，其中又以清代官

窑瓷器为主。“只需一联想就会发

现，这些动辄上百万元、数千万元

一件的元明清官窑瓷器，是近年

来 国 际 大 拍 卖 行 炒 作 出 来 的 板

块，根本算不上是‘国宝级’文物

精品。有一些富豪投了十几亿元

在拍卖品上，但是现在想卖也卖

不出去。”吴树说，佳士得、苏富比

等国际大拍卖行，明显是为了资

本利润而进行典型的商业运作，

他们的拍卖善于炒作。而中国的

富豪收藏者们大多数在文化底蕴

上有所缺失，他们只是把艺术当

做投资，并不明白艺术品拍卖中

的黑暗内幕。“比如圆明园兽首，

其实它算不上艺术品，最多只能

说是工艺品，无论从器形还是画

法上都显得很死板，但为什么国

人愿意去花大钱把它们拍回来？

因 为 有 人 炒 作 了 国 人 的 爱 国 心

理。这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大部

分参与天价拍卖的中国富豪，并

不真正了解文物的价值。”

分析近几年拍卖行的成交记录

可发现，唐、宋甚至年代更久远的文

物比元、明、清年代的文物价格低很

多，一件战国青铜器的价格甚至比

不上清代宫廷官窑瓷器的价格。

“这显然是一些大拍卖行炒作的结

果。元明清官窑的东西现在价格上

天了，特别是元青花，因为有存世量

300件之说。但这个说法很荒谬，有

人考究过吗？这其实是西方资本、拍

卖公司和中国盲目理论家炮制出来

的。我在实地调查了解后发现，不少

国内藏家都有元青花，数量绝对大于

300 件。”据吴树透露，中国首批海

外寻宝富豪之一、浙江著名收藏家

徐先生曾感叹：“我们买回来的东

西并不是真正的精品，最好的中国

文物还是在外国人手里……”

“文物私生子”数量过亿

吴树对中国文物市场的看法

可以用 8 个字概括——市场繁荣，

乱象丛生。“客观地说，全国文物

市场目前大多数处在违法经营的

状态。他们经营的商品主要有四

类，最大量的是文物赝品，其次是当

代工艺品，再次是少量清代传世工

艺品，最后是通过‘三盗’（盗墓、盗

捞、盗窃）攫取的极少数‘真品’。”

据吴树介绍，中国文物市场开放

后，外国拍卖行制造的“艺术品暴

利效应”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全民

淘宝”运动，使得中国古玩市场上

的古董供不应求，直接孵化了一条

由“三盗”人员和走私者、销赃者、

制假者组成的黑色文物产业链，从

业者近百万人。这些文物大多数

来源于古墓、窖藏和水底，历史价值

巨大，如何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

吴树认为，中国文物流失的最

大祸主是国人自己，中国文物保护

的最大瓶颈是“文物私生子（即被

窃的、不为人知的文物）”。据他调

查，这些“文物私生子”有的被整集

装箱地走私出去，是目前国内文物

外流的主要方式。对于如何解决，

吴树认为：“一切地下文物都归国

家所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应富

有弹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

这些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物都是得

不到法律承认的，这样算是藏宝于

民，还是变相流失？我们在打击

‘三盗’的基础上，应给这些已经出

土的文物留一些出路，因为现在的

情况是，这些文物国家买不到，都

被外国人买走了。”

在《谁在收藏中国》的新书研

讨会上，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

李彦君表示：“我不认为文物到了

民间就是流失。”李彦君表示，文

物被老百姓拥有、群众拥有是国

家拥有的一种形式，在任何国家

都是这样。“据调查显示，近 20 年

间，中国被盗古墓 20 万座。这 20

万座古墓里的文物哪里去了？多

数 肯 定 是 在 民 间 。 根 据 我 的 调

查，民间的文物总数肯定超过国

家博物馆的总数。这个量非常庞

大。我个人认为，靠开放的市场

让它进行买卖，然后进入收藏家

手中，这也是个保护的方法。”

中国拍卖协会副秘书长王凤

海认为，文物拍卖对保护文物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促 进 作 用。“ 如 果 还

是原来的价值观，那文物都被销

毁了。现在老百姓没有一个说拿

了 以 后 扔 掉 的，都 会 先 想，这 能

值多少钱？”

除上述途径以外，在吴树看

来，文物鉴定技术水平和收藏者素

质的提高，也是影响文物保护效果

的关键因素。“现在的仿品技术含

量很高，我到景德镇一些高仿基

地去做暗访，进去以后我以为是

进了实验室：工作人员穿着白大

褂，桌上摆放着各种仪器，他们甚

至可以买一件很可靠的东西，打

碎后取样进行化学分析。而我们

却还是凭着‘眼学’去鉴定，甚至

排斥科技，这是不行的。造假者

已经远远走在了鉴定者前面。现

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严打，我们应

突破原来的樊篱。”吴树说。

文物市场乱象丛生——

藏宝于民，还是变相流失？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屈 菡

不懂素描怎么画画
本报记者 高素娜

专家资源助推陶瓷和平面设计的品质
本报讯 （记者严长元）4月8日，

经过推选后产生的新一届中国美

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和平面

设计艺术委员会分别在京召开会

议，就如何发挥专家优势，提高中

国陶瓷和平面设计的创作水平和

学术品质，推动中国艺术在创新

中升华作出了积极探讨。中国文

联副主席冯远出席会议并向新一

届委员颁发了聘书，中国美协分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等

分别讲话，提出了殷切希望。

陶瓷艺术是中国土生土长的

艺术，如何营造一支高水准的学

术队伍，注重艺术表现的民族性

和创新性结合，多出精品是广大

陶艺家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艺

术设计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

的领域，近些年来，平面设计领

域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契机，如何变“中国制造”为“中

国创造”“中国设计”，让艺术设

计、人文情怀与社会发展有机结

合，更是我国平面设计艺术专业

人士的重任。换届后的陶瓷艺

委 会 共 17 位 委 员 ，主 任 为 韩 美

林 ；平 面 设 计 艺 委 会 共 21 位 委

员，主任为何洁。在会上，委员

们针对当前的发展现状，不仅讨

论了本专业的创作提高问题，还

就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

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美院展示“绘的方式”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4 月 3

日，“绘的方式——中国美术学院

综合艺术系综合绘画工作室历届

学生优秀作品展”在北京荷画廊

和观音堂美术馆举行。

始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

国美术学院综合绘画工作室，一

直致力于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研

究与探索。该工作室在教学中注

重以绘画视角探索现、当代艺术

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再创性问题，

培养了许多具有探索精神的年轻

艺术家，他们在不同的地域和展

览中已越来越显示出各自表达方

式的独特。此次参展作品汇集了

综合绘画工作室历届本科生、研

究生的近百件优秀佳作，从不同

角度，运用多样化的媒介阐释了

中国美术学院综合绘画工作室

的探索方向，体现了年轻艺术家

对中国当代绘画现状特有的文

化态度。

据悉，该展览由中国美术学院

综合艺术系综合绘画工作室、北京

观音堂文化大道管理中心、北京荷

画廊共同主办，展期至4月25日。

陈丹青、翁云鹏在北京东站画廊对话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这是

一个类似师徒双人展的绘画和影像

展览。用艺术家刘小东的话说，一

个是“27岁的偶然之作却投射出那

个时代的人性之光，仗义率真的顽

童”陈丹青，一个是“做事不声不响、

做人不争不抢，用作品不断制造惊

奇、困扰，挑衅我们思考习惯”的翁

云鹏。两位画家于4月10日在北京

东站画廊开展了一场艺术对话。

此次展览呈现的是陈丹青与

翁云鹏针对图像复制和数码影像

的系列作品。陈丹青 1997 年开始

写生画册，至今仍在继续。翁云

鹏 1998 年开始描绘电视机，2003

年前后开始描绘电脑，2007 年前

后开始制作数码影像。观看陈丹

青的画册静物，人们很难确认是

在欣赏名作还是在欣赏画册；而

观看翁云鹏的电视系列，人们也

很难确认是在“看电视”还是置身

在一个有电视机的场合。陈丹青

坦言：“这是一项翁云鹏的展览，

我很乐意拎几幅自己的画，做做

陪客。”至于作陪的理由，则是翁

云鹏十几年来，从陈丹青那些画

册静物中获得持续的创作动机。

陈丹青的早期绘画《泪水洒

满丰收田》与《西藏组画》，是对苏

俄和欧洲传统的追寻，具有浓厚

的“名作”意识。当他到达美国，

长期浸淫于西方人文传统之后，

开始转向“观看方式”的探究。自

上世纪 90 年代迄今，他绘制的大

量画面虽仍然指向“名作”，但在

他的并置系列和静物写生中，名

作与印刷品、绘画与图像却构成

了重合。也正是这批作品，启示

了翁云鹏画布中的“电视影像”。

何乃磊国画展现“沂蒙风情”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暖暖

的秋阳，静静的农家小院，斑斑驳

驳的石磨盘，丰收后晾晒的玉米棒，

两三只怯生生张望的小羊羔……

山东画家何乃磊营造了一个充满

沂蒙风情的笔墨世界。4 月 3 日

至 12 日，“沂蒙风情——何乃磊国

画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

出，汇集了其百余幅精品力作。

何乃磊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省美

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他 1953 年生

于山东莒县，自幼酷爱绘画，生活

条件艰苦，仍坚持不辍，先后得到

单应桂、皮之先、许麟庐等名家指

教，并取法于吴昌硕、任伯年、齐白

石等大师。他工笔、写意兼擅，笔

墨清新，画面雅致，饱含激情地描

绘了沂蒙老区的风土民情，展现了

一种田园诗歌般的艺术境界。

环铁时代呈现“途中的风景”

西方的妇女肖像（油画） 陈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