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有关统计，笔者做过一

个具体的分析：中国的 GDP 约为

35 万亿元，按照常规计算推定，与

其相配比的社会总资产应该为120

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根据巴克利

银行的推荐数据，机构投资者与高

端人士会配置5%的资产进行艺术

品投资。如果我们用非常保守的

5%来作为对艺术品的潜在的需求

进行估计的话，按中国有 120 万亿

元的财富这样一个保守的数字，那

么，中国艺术品市场潜在的需求就

是 6 万亿元。如果用可流动的有

效需求只占总需求的1/3这个假定

来计算，那也有 2 万亿元的规模。

而据估计，中国艺术品市场今年的

总成交额将接近 4000 万元大关。

也就是说，2 万亿与不足 4000 万的

距离，这就是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去

走的。

中国艺术品市场转型的最终

推手是精神消费的兴起与艺术消

费需求的迅猛增加。中国艺术品

市场除了对内面临发生深刻的转

型以外，对外还面临着世界艺术

品市场正处在调整、变革的进程

之中，但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整合

发展的潮流不可阻挡。世界艺术

品市场多极化、全球化已深入进

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艺术品市场需求增长迅速，而国

际艺术品市场秩序正在发生深刻

的变化。着力发掘艺术品市场的有

效需求，推进可持续发展，是艺术品

市场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大趋势。

那么，拓展中国艺术品市场成

长空间靠的是什么？最基本、最低

层与最有效的是消费需求的培育

与挖掘，当下，最为迫切的是发展

与壮大中国艺术品资本市场。但

是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一定不要

忽视一个基本的支撑，那就是有效

需求的培养。

培养与发掘艺术消费需求应

继续把制度创新作为转型发展的

强大动力，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

气推进艺术品市场领域的全面改

革，更加重视改革中国艺术品市

场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坚持

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力争在艺术品

市场主体、行政、财税、金融、价格

等重点领域的改革上取得突破性

的进展，并努力使艺术品市场的国

际与国内市场进一步深度融合。

艺术品资本市场是中国艺术

品 市 场 发 展 的 重 要 动 力 ，也 是

中国艺术品市场不断扩张的重

要 推 手 ，但 最 终 的 支 撑 基 础 是

艺 术消费需求的发展状况。也

就是说艺术消费需求的发展状

况决定着中国艺术品资本市场

的前途与命运。换句话说，艺术

消费需求的增长是中国艺术品

资本市场的最终接棒者。

视野平台

面对双年展，我们仍需反思和研究
——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观感

许柏成

艺术艺术市场市场：：

培养消费需求是关键
西 沐

世界闻名的商贸大都会威尼

斯在今天仍以旅游和艺术闻名。

近一个世纪以来每隔两年的 6 月

初，是威尼斯最繁忙的时候，因为

每到这一时刻将有几百万的游客

从世界各地飞赴这里观看当今世

界历史最久也是水平最高的当代

艺术盛会——威尼斯双年展。游

客们穿梭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寻找展览，使得这座小城似乎迎

来了节日的庆典。

今 年 是 中 国 第 5 次 派 出 团

队 参 加 威 尼 斯 双 年 展 。 直 至 今

年 3 月 份 才 公 布 内 容 的 中 国 馆

从 一 开 始 就 吸 引 着 人 们 好 奇 和

关注的目光。

中国馆的最终展示效果

本 次 中 国 馆 以 彭 锋 为 策 展

人，潘公凯、蔡志松、杨茂源、原弓

和梁远苇为参展艺术家。以展示

中国传统中的荷、茶、药、香、酒五

味以及视觉上呈现出“弥漫”效果

为主要内容。

由于策展人提出方案的独特

性，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

方案一经公布就引来巨大的关注

与争议。直至它在威尼斯双年展

上向公众亮相，它最终的呈现效

果才显示在人们面前。

原弓的作品是本次中国馆主

题“弥漫”最形象化的体现，原本

计划是以中国馆建筑“油库”为基

础 ，实 现 将 水 压 缩 为 蒸 汽 的 效

果。但为了配合室外草坪上蔡志

松的《浮云》，便临时在室外草地

上加了几组加湿器，没想到这样

却实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蔡志

松的浮云造型与原弓的“雾汽”相

互应衬，在绿色草坪的衬托下异

常搭配，这成为本届中国馆标志

性的作品。经常有小孩子跟着大

人到草坪上嬉戏。

在室内展场，由于意方对用

电量的限制，位于展厅中央的潘

公凯的作品《融》并未能将温度降

低为预想的效果——以水墨为背

景的影像装置作品。

梁远苇的作品并未按预想对

馆内油桶加以改造而完成，而是

另寻找到一件典型油桶单独做了

一件作品。杨茂源的陶罐散落在

中国馆的角落，当伸手拿起的时

候并不觉得有药的味道。但无论

任何作品都无法盖过展厅内大量

油桶的体量和气味。

中国馆的作品总体来看对主

题的表达较为浅显。艺术家似乎

是在为主题而“主题”的浅显解读

上，并没有往深度挖掘。展览更

多地体现了策展人的意志，没有

更多地将艺术家对主题的理解和

思考体现出来。而作品相互之间

也缺乏紧密联系，使得整个中国

馆的作品缺少完整性和令人难忘

的效果。

相比之下，今年获得金狮奖

的德国馆则在其展厅内布置成为

一个教堂的情景，每个元素不可

缺少而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完整的

整体，整件作品以其强烈的效果

震撼人心。

场地限制是中国馆的难题

历届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

国馆其实都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障

碍——场地。 由于在上世纪 70

年代，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主场

地 Gradini 已经没有空余土地再

来修建国家馆，因此后来参与的

国家馆只能分散在 Gradini 之外的

威尼斯城内。而中国馆则被分到

了 威 尼 斯 双 年 展 主 题 展 展 区

Asenale 军械库的最里端——油库

以及室外的处女花园。

但是在油库中存有大量意军

在二战时遗留的油桶，它们被列为

意大利的国家文物，不可随便移

动。因此中国馆室内空间并不能

得到很好的利用，反而室外的广阔

草坪更利于策展人布置和艺术家

创作。

据双年展组委会人员称，由于

整个威尼斯城市用地紧张，再辟出

新的地方为当代艺术新兴国家修

建国家馆已不可能。因此，中国馆

想在国家馆所在主场地再修建新

的国家馆难度很大。

场地问题成为横亘在中国馆

面 前 的 一 道 难 题 。 如 果 中 国 馆

不解决场地问题，则中国当代艺

术 在 威 尼 斯 双 年 展 上 很 难 有 上

佳表现。

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馆的场

地与主题展场紧密相联，并且比邻

东道主意大利馆。也许只要我们

把油桶请出去，就可以变为对中国

馆的一大优势。

正如本届双年展上媒体采访

中国馆策展人彭锋所说，如果把中

国馆内的油桶搬出去，中国馆依然

有它优越的展示条件和地理位置。

中国艺术家
国际舞台崭露头角

纵观威尼斯双年展，出现在双

年展舞台上的与中国发生联系的

并不仅仅有中国国家馆，在威尼

斯双年展更广阔的空间中我们看

到中国人闪耀的身影。

继上一届吕澎策划的“向马

可·波罗致敬”展览以后，本届双

年 展 上 由 陆 蓉 之 和 王 林 分 别 策

划的“未来通行证——从亚洲到

全 球 ”与“ 断 裂 的 文 化 = 今 天 的

人？”展览再次在全球 5000 多份

提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进

入 本 届 威 尼 斯 双 年 展 的 平 行 展

行列。

陆蓉之策划的展览以动漫美

学为主要内容，参展艺术家绝大

多数来自亚洲，其中不乏年轻艺

术家的作品。分两个展场在威尼

斯展出，展览呈现了亲切有趣的

面貌和轻松随意的布置方式，这

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受到参观者的

好评，并被双年展组委会推荐为

最值得观看的展览。可谓是华人

艺术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最大

亮点。

同时，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中

国艺术家开始以个体的力量出现

在世界舞台上。本届双年展最引

人注目的中国艺术家应是宋冬，

他被总策展人库比格选中，作品

入选本届双年展主题展，并且放

在了主题展区的首个位置，其体

量几乎占据了一个房间，这成为

华人艺术家的荣耀。此外，张大

力的《第二历史》被作为丹麦馆的

主要作品参展。张洹和刘建安的

装置作品出现在意大利策展人的

平行展“glasses”上。由邱黯雄等

艺术家参加的“西京人”展览也出

现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上。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艺

术已经在 国 际 上 凸 显 自 己 的 力

量，创作水平也足以在世界舞台

上展示，其影响力已不再是从零

开始。但从本届双年展来看，他

们的力量过于分散，缺乏有效的

组织，难以有效地体现出“中国”

二 字 。 如 何 集 中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的优势力量，为中国国家馆创作

出 好 的 作 品 成 为 我 们 亟 须 思 考

的问题。

综合来看，本届中国馆在依

然拥有西方话语权的威尼斯双年

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应，这好

比是国内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式的

建筑上加了一个西方建筑中拱形

的穹顶。以中国传统文化生硬地

与西方对话，并不一定会得到很

好的效果。

同时，在本届双年展的现场

采访中，筹备时间短成为策展人

和艺术家都提到的原因，从确定

到 开 幕 只 有 短 短 100 天 的 时

间 。 在 这 样 短 的 时 间 里 很 难 将

方 案 做 到 最 佳 的 效 果 。 相 对 于

西方国家对于当代艺术的重视，

中 国 对 于 当 代 艺 术 的 重 视 依 然

需要加强。

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中国馆像

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年，如何在

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如何采取

国际间的外交策略，将中国人对

当代艺术做出的独有贡献带出国

门，仍是我们需要研究和思考的

问题。

天价拍品是否“横空出世”
林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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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

心发布了“春拍中国书画成交价

TOP10”，笔者观察后发现，10 件

天价拍品中至少有 6 件尚查无市

场拍卖记录，算得上是拍卖市场

的“空降军”；另外 4 件查到似曾

有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痕迹，而

历史成交价格“ 步步高”。到底

是“横空出世”容易出天价，还是

“步步高”？

天价拍品可能曾露面

据笔者 对 雅 昌 艺 术 网 公 开

数 据 进 行 的 不 完 全 统 计 发 现 ，

上 海 崇 源 曾 推 出 一 件 估 价 350

万元至 550 万元的《松柏苍鹰》，

成交价 616 万元，与天价拍品齐

白 石《松 柏 高 立 图·篆 书 四 言

联》如出一辙，有市场人士曾公

开表明这两次出现的拍品都是

同一件。

与 徐 悲 鸿 人 物 画 稿 册 页 相

近的是上海崇源在 2007 年 11 月

以 1120 万元成交的一本徐悲鸿

《人 物 课 徒 稿 册 页》。 另 外 ，北

京九歌在本次春拍上以 2.8405 亿

元 成 交 一 件 文 征 明 的《潇 湘 八

景》，而在此之前广东中亿曾推

出 一 件 文 征 明 的《潇 湘 八 景 册

页》，估 价 为 80 万 元 至 120 万

元 ，结 果 流 拍 。 北 京 纳 高 也 曾

推出一件《潇湘八景书画合璧》，

估 价 为 35 万 元 ，结 果 成 交 价 为

80.64 万元。至于 1.84 亿元的陈

皋《蕃骑弄萧》，山东天承也曾推

出 一 件 形 似 的《胡 人 吹 箫》，估

价 32 万 元 至 42 万 元 ，成 交 价

49.28 万元。

“不能因为图录上看相似就

确定为同一件作品”，一名拍卖

行人士表示：“ 只能说两件拍品

相近，有可能是同一件。”不过，

横空出世的拍品和有类似作品

作参照的拍品，哪一种更得买家

欢心？

“真正的行家并不会考虑这

件东西是不是曾经出现在市场

上，只要东西好，行家们会争相出

手，因此也往往可以造成‘空降军’

出天价”，一名资深行家告诉笔

者，“只有不懂的买家才需要这样

的‘历史证明’”。

出现过于频繁未必受青睐

曾在市场上露过脸的东西，

有可能相对比较好出手。“市场上

也有买家常常习惯用历史价格来

衡量目前的价格是否划算”，一名

北京的行家告诉笔者，齐白石的

《松柏高立图》一出天价，立马就

有人嘟囔了：“几年翻几十倍，简

直就是暴利。”

也有行内人士质疑，既然有

迹可寻更有信心，那为什么不少

拍品明明就是同一件作品，出现

在不同拍卖会拍卖图录中的作

品名却有所不同，甚至连图录中

注明的尺寸也往往稍微有区别。

“是不是他们认为‘空投拍品’价

格 有 可 能 没 有 可 比 性 而 更 可以

开大价？”

“不排除有隐瞒作品出现痕

迹 的 可 能 性 ，但 绝 对 不 会 是 大

多数人的做法。”一名商家告诉

笔者，行家心里清楚得很，他们

只 考 虑 东 西 好 不 好 、价 格 自 己

能 否 承 受 。“ 而 且 预 展 这 么 公

开 ，谁 会 搞 不 清 哪 件 东 西 在 哪

露过面啊。”

一位拍卖行的负责人则认为，

拍品的名称并不重要，只要可以

代表该件作品的中心思想，并且

有技巧地令买家一看到作品的名

字就会引发兴趣就可以了。而行

内也没有对拍品的名字有提出保

持一致的要求。据了解，当物主

把藏品送到拍卖行时，拍卖行验

货后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为

该件拍品命名，除非物主对该件

拍品的名称有特别的要求，或者

该件作品的作者已有题款。

当然，如果拍品曾在大拍卖

行中现身并成功拍出，更多的拍

卖行甚至愿意将其标明。一般的

买家将对该件拍品更有信心。有

买家表示：“如果一件拍品 15 年前

成交过，10 年前成交过，5 年前也

成交过，价格持续上涨，那我会认

为这种题材很受市场欢迎，其次是

其价格会持续向上。”但也有收藏

者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如果同一

件拍品过于频繁出现，有可能是转

手太快，或者是物主有心在市场

中试水已获得成交的记录。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7 月

8 日，在《杜中良国画作品集》首发

式新闻发布会上，画家杜中良将

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群山万里图》

捐献给老舍茶馆，成为老舍茶馆

的艺术藏品之一。

老舍茶馆作为北京乃至中国

的文化名片，享誉海内外，慕名而

来的世界各地客商众多。老舍茶

馆收藏和展示的书画作品也都出

自名家之手。

杜中良擅长山水，长期从事中

国画“山水”的研究工作，兼通花

鸟。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评价

杜中良的山水画是“以情造境，情

趣横生”。此次由中国文史出版

社出版的《杜中良国画作品集》，

汇集了杜中良多年创作的作品

100 多幅，具有很好的艺术鉴赏和

收藏价值。

近年来，犀角雕、象牙雕等杂

项藏品逐渐走俏拍场，犀角雕件

现身的次数多了起来，少则几件，

多则几十件，且都能拍出可观的

价格。如在香港佳士得 2010 春拍

“松竹堂珍藏——重要犀角雕刻

（2）”犀角雕专场拍卖中，推出的

30 件犀角雕拍品全部成交。其中

一件明末“犀角雕兰亭序杯”和一

件清康熙“犀角雕莱菔尊”的成交

价均达到了 3986 万港元，这两件

犀角雕珍品同时刷新了犀角拍卖

价的最高世界纪录。业内人士分

析，虽说最近几年犀角雕珍品的

成交价格上涨很快，但其后市的

上升空间依然较大。

明清犀角雕 艺术品位高

犀角雕刻古已有之，自宋代开

始，文人雅士开始在犀角酒杯、盏、

觚上进行雕刻，以显示雕工和画

工。至明代中后期，东南亚、非洲

犀角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大量流入

中国，犀角雕刻工艺也迅速走向成

熟，并涌现出一大批角雕名家。清

代宫廷大约自雍正朝起开始制作

犀角器，至乾隆朝达到鼎盛。现今

流存于世的犀角雕器大多为我国

明清两代所制，欧美及我国各大博

物馆都有珍藏。明早期犀角杯常

常以花卉和山水人物为题材，花卉

采用镂雕加浮雕，常见玉兰、牡丹、

梅花、茶花等图案，在盛开的大朵

花旁边，小花蕾含苞欲放，枝叶茁

壮，简练流畅。山水人物作品，深

浮雕较多，层林叠嶂，山重水复，

庭院楼阁，高古人物谈笑其间，幽

静高逸意境深远。这一时期刀法

圆润流畅，不留雕刻痕迹。

明清犀角雕件，尤其是清宫

廷犀角雕，艺术品位很高。清宫

廷犀角料大都来源于越南、南掌

（在今老挝境内）、暹罗（今泰国）

等国进献的礼物和各地督抚的贡

品。犀角雕件因受形状的限制，

以整角制成犀角杯为多，还有盅、

碗、钵、盒、鼎、炉、瓶、笔山、笔架、

笔洗、花篮、盆景、嵌件以及供欣

赏陈设用的人物、动物等雕刻器

件。清代初期，因明末著名的牙

角雕刻家仍继续从事雕刻工艺，

犀角雕刻基本继承了明代的传统

风格。进入乾隆朝，犀角雕的器

形种类颇丰，除角杯外，还有圆雕

人物、挂件及仿古器形爵、鼎、羽

觞等，雕刻工艺精致至极，雕刻蟠

螭纹和龙纹的犀角杯数量逐年增

多。从明代到晚清，小小的犀角

杯由简而繁，经历了由质朴到奢

华的演变。清代后期，国力渐衰，

犀角料进口减少，且主要作药材，

所以犀角雕艺术与其他工艺艺术

一样，也逐步走向衰落。

在众多的犀角雕件中，犀角

杯数量过半数，这源于皇家对其

药用价值的偏好。《本草经集注》

对犀角的功能主治定义为“解莨

菪毒”，有清热、凉血、定惊、解毒

的疗效。所以犀角雕刻成品多为

杯子，以此饮酒，既可醒酒，又可

得融于酒中的药性，可谓至珍之

酒器。犀角杯融饮用和收藏于一

体，其投资价值的确不容小觑。

拍场受追捧 价格创新高

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尚存

于世界各地的明清时期犀角杯只

不过四五千件左右，且大部分皆

为中外各大博物馆收藏。在上世

纪 80 年代以前，国内收藏活动尚

未兴起，犀角杯的艺术价值还未得

到社会广泛的重视，有不少犀角杯

甚至被研碎作药材使用。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国内艺术品市场逐步

兴起，犀角杯的艺术价值才渐渐被

识者所重视。由此可见，幸存至今

的犀角杯是何等的珍贵。尤其到

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犀牛被列入

联合国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之中，犀

角制品也被各国海关禁止出入，这

些政策的实施，使得犀角雕件在古

玩和拍卖市场上备受追捧。上世

纪 90 年代初，一尊 10 余厘米高的

明清犀角杯在国内市场仅售 1 万

多元，而近几年的市场估价已达

到 30 万元至 50 万元。

犀 角 雕 件 收 藏 前 景 逐 年 走

好，犀角杯市场价格每年涨幅均

在 30%左右，在拍卖市场上也屡屡

有天价成交。去年春拍，北京保

利推出的 30 余件犀角雕件悉数成

交，成交价过百万元的拍品过半，

其中一件“清康熙犀角雕英雄杯”

以 716 万元成交；北京翰海推出的

10 余件明清犀角雕作品也是全部

成交，多件拍品成交价过百万元；

北京永乐精选的 4 件犀角雕件也

无一流拍；尤其是在 2010 年 6 月

北京古天一拍卖公司举行的“心

有灵犀”犀角专场拍卖中，推出的

15 件 犀 角 雕 艺 术 品 成 交 率 达

100%，成交总额高达 6266.4 万元，

并一举创下内地犀角雕专场拍卖

规模最大、成交率和成交总额最

高的拍卖纪录。

谨防赝品杯 收藏有窍门

虽说近年来犀角雕件涨幅较

快，但的确还是有一些被市场低

估 的 犀 角 雕 件 值 得 收 藏 。 如 在

2010 年 12 月下旬上海拍卖行举办

的艺术品拍卖会上，就有一些用

犀角制成的小器件，起拍价只有

8000 元至 1 万元，这类清代犀角雕

件价廉物美，具有较大的升值潜

力，值得收藏爱好者多加关注。

藏友们在决定进行犀角雕件

收藏时，首先要了解和熟悉犀角

雕件的各种要素，切不可盲目购

藏，防止买入赝品和仿品。犀牛

有亚洲犀和非洲犀之分，犀角是

犀牛生于鼻骨上的犄角，是由毛

发角质化而形成，有纯黑色、纯黄

色、黑褐、深棕色等，纯黄色的色

如黄金，非常美丽。犀牛角质地

坚硬而细密，纵断面是细条状的

竹丝纹，而横断面则是像鱼子状

的 细 颗 粒，称 作 鱼 子 纹 或 粟 纹。

研碎能闻到如麻油一般的香味，

用火燃之则不臭。

一件犀角雕价值的高低，除

了看材质，还要看制作年代、雕刻

流派以及是否出自名家手笔。如

果出自名家手笔，其身价往往更

高。此外，亚洲犀角的价值要远

高于非洲犀角。随着近年来国内

犀角雕件收藏热潮涌现，市场上

的假犀角雕件也多了起来。目前

在国内各大古玩收藏市场上，常

常可以看到有些摊位在出售“犀

角杯”，价格从几百元至几千元不

等。其实这些所谓的犀角雕制品

大 多 是 仿 品，有 的 是 用 黄 牛、水

牛、牦牛等其他动物的角或树脂

仿制而成。造假者将黄牛角、水

牛角、牦牛角剖开，一层层烫压、

再煮熟后制作成假犀角雕件来蒙

骗收藏者，这些仿品虽几可乱真，

但细细闻之有异味，烧后有恶臭，

根本没什么收藏价值。

犀角雕身价风生水起 收藏需防赝品
彭 浦

博古藏今

杜中良国画被老舍茶馆收藏

本报讯 7 月 12 日至 14 日，

日本东京中央拍卖公司在上海花

园饭店举办拍卖预展。随着中国

内地藏家在国际拍卖场上日益崭

露实力，嗅觉灵敏的国外拍卖行

相继来到中国寻找买家，上海更

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国文物最

多的国家之一，随着日本经济低

迷和中国民间热钱涌动，日本艺

术品拍卖也迎来了大量的中国藏

家。有业内人士称，现在支撑日

本古董业界的大多是中国的收藏

者。不少旅行社专门开辟线路，

为民间藏家去日本买中国文物提

供服务。

据介绍，东京中央拍卖公司

将于 9 月 5 日至 7 日在东京圆顶饭

店迎来世界各地的藏家，1500 余

件拍品大多是中国艺术品。在本

次上海预展中，领衔的是日本九

州岛中国陶瓷美术馆的中国官窑

藏品和以同盟会元老为代表的中

国绘画与书法。 （夏 龙）

日本拍卖行赴沪寻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