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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市场“表热里寒” 可先从“文化”入手
西 沐

资本进入画廊将带来什么
郝小奇

欧洲艺术博览会发布的最新

报告显示，2010 年中国已首次超

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艺术品

市场，在全球所占份额为 23%。而

中国艺术品拍卖销售额占全球市

场比重更是超越美国，跃升至世

界第一。中国艺术品市场，这个

既稚嫩又火爆、既年轻又古老的

业态，在历经了几十年的历练之

后，已然显示出了其发展的优势。

然而，在异常热闹的表象背

后，中国艺术品市场缺陷明显，最

大的问题是市场还未真正建立起

其自身的体制。体制的缺失，已

严重地遏制着中国艺术品市场发

展的进程。

“表热里寒”
艺术品市场风险积累明显

由于 2010 年艺术品拍卖的狂

飙突进，2011 年 春 拍 中 ，来 自 于

海 外 知 名 收 藏 家 的 重 量 级 藏 品

显 得 尤 为 亮 眼 。 去 年 秋 季 拍 卖

惊人的增幅、巨额的资金将众多

拍卖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而

今 年 春 拍 的 业 绩 也 将 进 一 步 推

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浪潮，

使全球藏家更进一步关注与积极

参与中国艺术品市场、关注北京

艺术品市场。

然而，当我们面对当下中国

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盛景的时候，

仍然不能忘记中国艺术品市场发

展的最大瓶颈——缺乏体制及相

关法规政策的支持。具体来说，

中国艺术品市场体制的缺失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点：一、画廊主体地

位缺失。一方面画廊缺少能力通

过宣传、运作来包装艺术家，另一

方面，艺术家成名后又大多将画

廊一脚踢开，画廊的作用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与发挥。二、资本

体制缺失。由于人们对资本怀有

极大的偏见，资本与艺术品市场

的发展还是两条平行线，难有交

集。三、价格机制不完善。对艺

术作品的蓄意炒作和抬高酿成了

价格泡沫，尽管各种指数体系已

经酝酿和形成，但艺术品价格依

然无法得到有效调节。四、收入

分配关系尚未理顺。艺术家的一

件作品就可在拍卖行的推动下令

其一夜暴富，而靠评论文字为生

的 批 评 家 却 依 靠 微 薄 的 稿 费 存

活。五、信用体制严重滞后。赝

品 的 层 出 不 穷 困 扰 着 一 大 批 投

资、收藏者，加之缺乏维护信用秩

序的处罚制度，加剧了信用体制

的缺失。六、破除垄断的体制滞

后。老藏家利用已有的人脉关系

进行垄断和私下交易，使得新收

藏家不得不靠拉关系、找人脉、寻

经验去获利。

而中国艺术品市场在相关法

规政策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市场

理论研究者对市场法规及政策的

研究非常肤浅与零散。首先，对

于艺术作品的真伪没有专业的把

关政策及惩罚戒律，导致造假、售

假、拍假正朝着集团化、产销一体

化、经营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其

次，对于市场交易没有一个规范

的政策，对盛行的私下交易缺乏

管束法规，导致偷税漏税及市场

秩序和游戏规则遭到破坏，定价

的公正性受到影响。最后，对于

专家体系的组建没有严格的规定

性政策，导致专家权威的消减和

经验体系的消失。造假集团的高

科技手段及孔方老兄的诱惑冲破

了专家的专业知识底线和道德底

线，使评估、鉴定程序混乱不堪。

可以说，中国艺术品市场这种体

制与相关法规政策的缺失已经积

聚了大量的风险，这也是中国艺

术品市场未走向可持续健康发展

期的根本原因。

扭转逆势
建设收藏投资文化尤为重要

实际上，中国艺术品市场要

在短期内迅速取得体制及相关法

规政策上的重大突破，确实困难

很大，一方面，中国艺术品市场的

起步与发展本来就没有规范与厚

实的底子；另一方面，中国艺术品

市场又在薄弱的底子上发展了几

十年，其所积累的问题不可能一

夜之间得以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可以

以 另 一 种 方 式 来 扭 转 中 国 艺 术

品市场发展的逆势，即建设先进

的收藏投资文化。实际上，随着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转型、新时代

的 开 启 以 及 收 藏 规 模 与 参 与 人

数的不断扩大，中国艺术品市场

也 从 早 期 的 家 有“ 利 器”不 可 示

人的秘玩阶段，逐步经历了资本

的 收 藏 阶 段 、艺 术 品 投 资 的 专

家+投资阶段，以及资本对市场

的 杠 杆 作 用 不 断 得 到 发 挥 的 资

本时代阶段。

在这个阶段，以新的价值构

建为核心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收藏

文化及投资文化已经形成了，收

藏与投资艺术品正在成为新兴的

文化潮流与时尚。在纽约、日内

瓦、北京等国内外各种艺术品拍

卖会上，中国企业家抽身商界，将

投资眼光锁定在艺术品上，于是，

老一辈藏家正逐渐淡出，而机构

与投资者正成为收藏的主力。这

表面上是一次寻常的购买力及参

与群体的新陈代谢，实质反映的

是收藏及投资文化价值判断的变

化与确立。

任重道远
培育投资意识是关键

然而，当下的中国艺术品市

场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在这

种状态下，建设先进的收藏投资

文化，其关键就是要藏家及投资

者培育价值建构意识与风险控制

意识。

在价值建构意识方面，藏家

及 投 资 者 要 从 艺 术 品 的 物 理 价

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

值、市场价值五个方面来全面考

量艺术品。物理价值主要包含作

品的材质和创作作品所采用的基

础材料；艺术价值最为关键地体

现在具有审美价值的特质，具有

精神审美消费所应有的使用价值

特质，具有学术层面上的价值特

质；对文化价值的考察，藏家及投

资者要更多地关注文化精神与文

化立场、文化表现与文化形式、文

化趣味与文化格调、文化背景的

展现与表现；研究艺术品的历史

价值，藏家及投资者要更多地关

注历史承载，艺术作品所表现出

的历史性，历史感的审美体现；而

对于艺术品市场价值的研究，应

重点考察市场定位与市场价值，

关注市场价格及其表现的多样性

以及非市场化因素所形成的各种

异化与泛化现象及状态。

在风险控制方面，藏家及投

资 者 要 秉 承 多 看、多 学 习、多 比

较、多了解文化传统的原则，在艺

术品收藏及投资方面的知识上做

足功课，面对艺术品不要急于出

手，尤其是年轻的藏家及投资者，

更要多向富有经验与眼力独到的

老藏家及投资者虚心求教，在选

择投资品时要进行严格的筛选与

把关，必要时要请权威的专家掌

眼。此外，对于艺术品的投资周

期要以中长期投资为主，避免进

行短期投资。当然，只要是投资，

就存在风险与失误，但是，重要的

是，藏家及投资者在投资失误之

后，要懂得及时退出，避免遭受更

大的损失。

资本市场上的“热钱”要流入

画廊业了吗？小作坊式的中国画

廊 能 否 成 为 资 本 市 场 上 的 大 企

业？本土画廊能否与海外画廊巨

头一争高下？日前，有关几家画廊

融资成功的消息见诸报端，引发了

业内外对于画廊前景的思考。

资本开始进入画廊

据日前报道，星空间画廊、北

京现在画廊以及 Boers-Li 画廊顺

利 融 资 ，正 在 开 展 进 一 步 的 计

划。报道称，星空间负责人房方

已正式确认，主要投资人为鼎天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兵，

投资数额暂未透露，但坊间传闻

是 500 万元至 600 万元。北京现

在画廊负责人黄燎原日前也宣布

画廊融资成功，准备重新启动画

廊计划，这一系列计划包括：更新

画廊艺术家名单，重新建设画廊

团队以及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陆续

展开几个重大项目。尽管黄燎原

并未透露融资数额，但据可靠消

息称，此次投入在 500 万元左右，

投资人可能来自香港赛马会北京

会所。而 Boers-Li 画廊的负责人

皮力则坚称自己并未接受任何形

式的投资，他甚至笑称“500 万元

人民币塞牙缝都不够”。

此条消息一出，在画廊界引

起不小震动。“如果真的有投资进

来，会解决中国本土画廊的许多

问题。”市场评论人士方伟认为，

中国画廊之所以盲目跟风、一吹

就倒，“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资金不

足。”据了解，目前国内本土画廊

几乎都是由个人全资或几人合伙

注资开办，尽管能开一家画廊的，

自然也是财富人士，但个人的资

金毕竟有限，当面临大的资本风

险或遭遇国外画廊的竞争时，不

免处于劣势。“对于大多数中国画

廊而言，现在的资金缺口都是很

大的。”北京世纪翰墨画廊负责人

林松表示，“画廊应该算是中国艺

术界最为弱势的群体。”

然而，对于前述报道，星空间

画廊负责人房方却表示，目前融

资虽然已经成功，但相关手续仍

在办理中，“目前可以看到的报道

没有一条是出自我口，里面的数

字更是胡乱猜想，荒唐得离谱。”深

圳格丰艺术机构艺术总监黄泷在

刚刚听到这则消息时也不禁失笑，

“一家不是很大的画廊，一年的宣

传推广、艺术家包装费用至少也要

600万元。”林松也表达了类似的看

法，“这不一定是真实的数字。”他

认为，现在资本刚刚开始介入，还

是试水阶段，“等双方有了合作的

默契以后，肯定还有更大的投入，

甚至几个亿的投入都有可能。”显

然，报道中的数字有些失实，但融

资的消息则属确凿。一个成功融

资的案例，是否会打开中国画廊前

进路途中的一扇大门？

与资本合作是大势所趋

“目前很多画廊都开始和外

面的资本有所接触。”林松透露，

尽管融资成功的画廊还并不多，

但画廊与资本的接触却日渐频繁

与深入，“这是一种大势所趋。”

近两年，资本对于收藏界、艺

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机构、基金

的涉足为业界原本的模式带来挑

战。“以前画廊的运营成本很低，

艺术品也不贵。”据林松介绍，随

着艺术品市场的迅猛发展，艺术

品越来越贵，艺术家的条件越来

越高，而画廊的成本也随之水涨

船高，房租、运营以及海外画廊的

“入侵”，都成为中国本土画廊当

前亟待应对的问题。

此前，各地集中地都曾掀起

一轮房租涨价的高潮，致使许多

中小画廊无力应对；金融危机期

间，更有将近一半的画廊陷入困

境，许 多 画 廊 最 终 因 此 而 倒 闭。

种种“脆弱”的表现，最基础的问

题当然是资金。

笔者了解到，几乎所有的画

廊业主都对资本的介入持肯定态

度，而且确实有不少画廊开始尝

试与外界资本接触，由此看来，本

土画廊的融资潮似乎很快就要到

来，而融资后的画廊也肯定不会

再轻易被房租压倒。据了解，在

国外画廊业，以基金为代表的金

融资本与画廊的合作非常广泛，

而在国内，仅有的几个艺术品基

金只是和拍卖公司偶有合作，几

乎不过问画廊的生存。作为一级

市场的画廊，始终处于一种不上

不下的尴尬境地。黄泷认为，这

是国家政策机制造成的，“国内艺

术市场的链条还很不完善，尤其

是拍卖链，一级市场的链条尤其

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

介入就会对艺术品质、价格的提

升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资本的盈

利性其实也可以间接促进行业的

规 范。”林 松 非 常 认 可 资 本 的 进

入，“资本有规划，行业内的人也

能更加认真负责。”

一次“翻身”的机会

资本的介入势必壮大本土画

廊的实力，而本土画廊实力的表

现，根本在于能否夺回中国艺术

市场的话语权。

近年来，海外画廊包括港台

画廊的大举“入侵”让诸多规模有

限的本土小画廊见识到了“巨头”

的力量，而这种硬碰硬的直面抗

衡也使得中国画廊开始思考“生

存”这个严峻的问题。国外画廊

有着多年的商业经验，在销售、推

广、影响力上远远高于中国画廊，

因此在与海外画廊的竞争中，本

土画廊少有胜出者，大部分都被

打得七零八落，目前提及国内画

廊业，大规模、力量足的无一没有

海外资本背景，如位于北京 798 艺

术区内的佩斯北京、尤伦斯艺术

中心等等，仅从占地面积与装潢

设备等硬件而言，本土画廊就明

显落了下风。“依靠外国画廊和藏

家操作的中国艺术家都火了，而

中国画廊和藏家只剩下了跟风的

份儿，”市场评论人方伟认为，中

国当代艺术始终在遵循外国人定

下的标准，这是市场的畸形，而这

些都是由中国本土画廊的弱势造

成的，“一家连交房租都有困难的

画廊，怎么可能推广出自己的艺术

标准呢？”林松也认为，中国艺术市

场的发展，一定要依靠本土的标

准，但在同等的条件下，中国画廊

很难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对于海

外画廊而言，即便是年轻画家也很

容易被做出名，他们捧红一个，便

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标准，而中国

画廊显然还不具备这种实力。”

然而，无论如何，几家画廊融

资的成功已经足以为整个行业树

立一个标杆，可以让原本各自为

政的画廊业主们意识到现代商业

社会中资金的强大推动力量，为

本 土 画 廊 提 供 一 次“ 翻 身”的 机

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按照中

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速度，要形成

资本与画廊的大规模合作，估计

用不了几年的时间。“真正的效果

或许过几年才能看到，但这将是

一种模式的胜利，一种制度的胜

利。”林松说。

天地之大美无处不在，无时

不在，人们只是缺少发现天地之

大美的眼晴。山水画大师黄宾虹

言：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

秀。雪峰连连的祁连山脉，雪线

下的高山草场，草场下良田万顷；

溪流纵横的河西走廊，走廊中贯

通古今中西文明的丝绸之路，丝

绸之路沿边的沙漠戈壁，还有裕

固民族沧桑历史和悠久文化及裕

固族特有的民族精神，皆存留在

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副会

长、中国民族画院名誉院长郭正

英的艺术记忆里。

祁连山下是故乡，郭正英对

故土的热爱深入骨髓。他创作的

“追忆祁连”系列山水画，无论《初

雪》与《牧歌》，无论《雄风》、《龙

脊》与《群峰锁关》，还是《烟云》与

《晨曦》，皆沉雄高古，浑厚凝重，

气度不凡。他创作的“梦随戈壁”

系列山水画，无论《赶太阳》与《大

漠之子》，还是《西域绿洲》和《河

西行》，驼铃声声入梦里，戈壁黄

沙随风游，大漠清泉甜如蜜，西域

绿洲美如诗。

郭正英的“守望胡杨”系列，实

际上守望的是他的“精神麦田”。

他2007年创作的《春》，是胡杨绿色

的生命歌声；《秋》，是胡杨生命燃

烧的亮色；而组画《生生不息》，则

是胡杨精神颂的连续剧。他的另

一个系列“寻梦北国”，无论《春之

音》和《秋之乐》，抑或《桦林之歌》

和《秋林似火》，画面布局结构学吴

冠中大师以浓墨平铺画面，再以浓

重之红、黄、绿色点层层点染，让观者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本报讯 （记者隗瑞艳）8 月

19 日，由东方华夏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和上海金源宝工艺收藏品有

限公司共同组办的“中国龙·中华

魂——龙文化遗产巡礼暨中国龙

大银章发布会”在京举行。

堪称史上最大银章的“中国

龙大银章”，由上海金源宝工艺收

藏品有限公司出品、华夏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监制，采用 99.9%纯银制

造，单枚重量高达 12 公斤，直径达

22 厘米，厚 5 厘米，突破了传统造

币工艺，开创了单枚大规格、高浮

雕纪念章生产技术的先河，荣膺上

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该章正面浮雕为“龙腾盛世、

和谐篇章”：东方巨龙腾空飞舞，

整体构图采用了古钱币的形状、

不同题材的龙形象，揭示出中国

龙文化的源远流长；动感强烈、寓

意鲜明的龙舟大赛则将精神内涵

推到顶点，团结一致、不屈不挠、

劈波斩浪、勇往直前。一些收藏

家表示，中国龙大银章将中国传

统龙年、龙图腾、龙文化、龙精神

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并赋予了鲜

明的寓意和丰富的内涵。

本报讯 （记者鲁娜）8月17日，

由中国文物学会主办的“徐悲鸿

十二生肖和田玉组珮”在北京举

行首发仪式，“剔底浮雕法”再现

皇家御用器，罕见钟形玉珮首次

亮相。据悉，该套藏品由曾担任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特许纪

念品设计工作的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袁广如创作设计。

首发式上，中国文物学会对

该藏品的鉴定意见显示，该藏品

以和田青白玉为载体，将中国古

代的礼玉和饰玉结合在一起。藏

品整体由 12 块钟形生肖玉珮和一

块圆形玉璧组成，其中，钟形生肖

珮的每个正面均为徐悲鸿生肖画

作的浮雕画面，以“剔底浮雕法”

精心雕琢而成，每个生肖图案均

栩栩如生地浮凸于玉面之上。袁

广如告诉记者，把磨玉与绘画结

合起来，从平面转向浮雕、立体平

雕，是一种尝试。将徐悲鸿的十

二生肖画作挪到玉上，需要删繁

就 玉 。“ 手 艺 是 真 的 ，磨 玉 是 苦

的。因为玉质地非常坚硬，用刀

是刻不动的，只能一点一点地磨

出造型。”袁广如说。

该套藏品发行方中金盛典国

际收藏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辉告

诉记者，该套藏品出自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之手，且和田玉藏品的价

格近年来也涨势颇高，加上该件藏

品限量推出 2000 余套，因此，每套

定价在2万元左右。

本报讯 8 月 18 日，由 山 东

滕 州 市 委 宣 传 部 主 办 、亚 太 华

人 商 会 艺 术 委 员 会 协 办 的“ 墨

之魅——25 位水墨艺术家大展”

在滕州艺术馆开幕，展出了 25 位

当代艺术家的水墨精品。

策展人简斌认为，水墨是东

方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在对天道和人道的体察、感悟

与效法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一种

语言表现。他希望水墨爱好和收

藏者能以此眼光看画、读画，便会

品味到另一番境界。据悉，本次

展览将持续至 9 月 16 日。（金 子）

中国龙大银章面世

徐悲鸿生肖和田玉组珮在京首发

山东滕州举办25位水墨艺术家联展

翰墨弄潮西域情
——郭正英山水赏析

覃代伦

8 月 21 日，南宋官

窑 博 物 馆 召 开 新 闻 发

布会，表示将报请上级

文物主管部门，对央视

提出疑问的“长沙窑人

物 贴 塑 大 执 壶”“ 磁 州

窑白地黑花鼓”以及一

起 征 集 的 其 他 文 物 进

行再次鉴定。

央视曾于 8 月 20 日

报道，南宋官窑博物馆

国宝级文物“长沙窑人

物 贴 塑 大 执 壶”和“ 磁

州窑白地黑花鼓”疑为

赝 品 。 图 为 杭 州 南 宋

官窑博物馆“长沙窑人

物贴塑大执壶”（左）和

“ 磁 州 窑 白 地 黑 花 鼓”

（右）。 （新华社发）

大漠金秋 郭正英 作

本报讯 （记者李百灵）8 月

19 日，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赖德

全与著名书法家曲成赋联袂创作

的国礼纪念瓷《江山锦绣》首发仪

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此

次活动由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

北京国谊国礼文化中心、世界知

识画报社联合主办。

在首发式上，中方向驻华外

交官们赠送了纪念瓷。国礼纪念

瓷《江山锦绣》以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90 周年为契机和题材而创

作：在霞光普照中，苍莽的峻岭千

山展示出祖国江山如画般的妖

娆，青松与红梅象征着不屈不挠、

坚持理想、高洁伟岸的性格。国

礼瓷造型新颖，含义隽永，工艺精

良，兼具东西方的艺术特色，具有

较大收藏和鉴赏价值。据了解，

此次限量发行 99 尊，寓意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江山永固，

世界久久和平。

国礼纪念瓷《江山锦绣》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