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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美术界的一员骁将，石

虎多年超凡的绘画探索证实了传统在

现代复活的巨大能量，他的作品既颠

覆传统，又深深根植于传统，技法多

变，不拘章法，具有深深的个人印记且

难以模仿。难得的是，其作品的雅俗

共赏性极强，从名门雅士到贩夫走卒，

均能从中获取体验，这也难怪石虎但

凡办展，便会形成社会文化景观。

2000 年大陆艺术品市场的崛起成

就了许多艺术家和收藏家的财富梦。

而石虎早就抢先别人尝到了市场的果

实。因为他的作品虽属于中国画，却

是少数几位能跨越国界审美的艺术

家，加之搭上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

飞的班车，最早得到了东南亚、港澳台

地区富人的青睐。而后依托于大陆经

济的腾飞和重要藏家比如万达集团的

支持，进一步巩固了已有的市场地位，

成为艺术品市场多年的“硬通货”。

1978 年，37 岁的石虎代表中国画

家出访非洲 13个国家，完成了《非洲写

生》画集，这部轰动一时的作品集几天

内便在全国销售一空。1990 年，在人

民美术出版社任职的石虎移居澳门。

在背靠祖国大陆、面向大海的画室里，

他创作了大量对中国画有革新意义的

作品，有重彩、油画以及水墨画，其中

有 10多幅数丈巨幅。这些作品一经推

出，国际市场哗然，并称其为“中国的

毕加索”和“中国的凡高”。市场价位

随之一路攀升。1993 年，他以中国宣

纸为材料创作的《祈明图》在广州举行

的中国艺术博览会上推出，引起美术

界 震 动 。 1995 年 推 出 的 巨 制《玄 腾

图》，表现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在北

京东方奇迹艺术博览会上一经展示，

引起巨大反响，随即被海外华人以 800

万港元收藏。2013 年，由万达集团和

雅昌文化集团赞助的石虎书画大展更

是掀起了新一轮的市场旋风。

艺术品市场是绚烂的，也是残酷

的，一个画家若想在市场上获得青睐，

对个人的综合素质是一个考量。有诸

多实例可以证明，能调动市场、学术、

政治、媒体等多方资源而不仅仅是学

术资源的艺术家，更容易获得市场的

成功。毕加索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万

达天价购买毕加索的作品实际上是重

复了当年日本高价购买凡高的故事。

为什么新兴富豪愿意选择毕加索？答

案是多方面的，在这一点上，石虎和毕

加索的共同之处非常多，譬如都是现

代主义艺术大师，却非常强调传统；都

在画坛掀起风潮，引得无数学生模仿；

艺术创作风格多变，从不墨守成规，让

模仿者无从下手；都是有眼光的收藏

家关注的目标；都善于和画商打交道；

都是充满激情的人等。

石虎纵横在水墨、油画、书法、诗歌

之间，相得益彰，互为映衬，成为画坛中

的一位多面手。他的画在精神层面上

显现出丰富的内涵，而这种精神内涵作

为今天石虎艺术的主体，依然在中国的

画坛上保留着清新的精神，同时在海外

也树立了中国艺术的形象。今天貌似

平和的石虎，以他一贯的方式会给画坛

带来什么，这种判断可能将超出笔墨

语言，衍生出一个时代的话题。

复活传统的商业奇迹
——石虎艺术品市场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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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

个新的市场周期，在这个周期中，2014

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中国艺术

品市场从 2011年下半年规模收缩，市场

进入新一轮的调整以后，经过 2012年的

沉寂和 2013 年市场信心的聚拢和市场

规模的进一步放大，2014 年市场如何

走，基本的趋势是什么，可以说是业界、

投资界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趋势一：业态构成正在改变

交易规模会在稳定的基础上有较

快增长。据《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

（2013 年）》数据分析，2013 年中国艺术

品市场交易的总规模已达到 3800 亿

元 。 中 国 艺 术 品 拍 卖 市 场 的 总 成 交

额，包括私下洽购突破 700 亿。这是

2013 年 市 场 发 展 的 情 况 。 我 们 预 测

2014 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规模最

少会以 15%—20%的速度进一步提升，

增长的速度也在提升。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总成交额稳中

增长，其规模会在 2013 年 3800 亿的基

础上，不断上升，并可能在 2014 年突破

4200 亿。拍卖业基本上也是不断增长

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也就是说艺术品

拍卖市场总的交易规模，包括私下洽

购，2014 年可能会突破 800 亿。在这一

过程中，我们发现，与中国艺术品市场

总体规模的增长相比较，中国艺术品

市场传统的交易方式在总成交额中所

占比重在下降，尤其是中国画廊业最

为明显，从中国艺术品市场成交的总

规模来看，它占的份额在不断下降。

除了私下交易依然长盛不衰以外，

与此相对应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新的交

易方式及其平台，比如说新的资产配置

平台、新的电商交易平台和交易方式的

崛起，正在改变着中国艺术品市场规模

结构的构成和业态结构。

趋势二：信心回归 热点多元

中国艺术品市场在 2014 年的信心

回归速度或者是脚步在加快。但是艺

术 品 市 场 的 调 整 不 是 一 蹴 而 就 的 行

为，它需要一个过程，最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市场信心的回归与市场避险

情绪并存；市场热点的聚焦与多元化

并存。这两大趋向使艺术品市场的调

整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它可能需要更

长一点的时间进行博弈。

首先，具体表现在市场中，我们可

以看到，经典艺术家的典范之作，也就

是说市场流通比较好的一些艺术品，

其价格上升空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而一些市场流通性差一些的艺术品，

整个价格的提升比较缓慢。从 2013 年

初书画板块的拍卖中可以看出，古代

书画表现比较抢眼，近现代书画冷热

不均，特别是一些价值开发过度的名

家作品，都没有拍出预期价格，甚至出

现了比较多的流拍现象，这是避险情

绪在信心回归过程中的一个表现，在

2014年，这一趋势会进一步延续。

其次，是热点聚焦与多元化并存，

就是说市场信心在回归的时候，既形

成了非常多的市场热点，市场热点又

有明显的聚焦。最突出的就表现在书

画板块，书画板块在 2013 年的拍卖市

场中，已经占到了整个艺术品拍卖市

场份额将近一半，说明市场热点对书

画板块的聚焦度在提升，书画板块在

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地位得到了强

化。但同时，市场热点又分布在各个

板块里面，也就是说各个板块都有一

些热点，热点的多元化也是一个新的

趋势。比如说在陶瓷、杂项、古籍善

本，包括当代艺术等板块，都有一些可

圈可点的热点，这些热点多元化的发

展，与市场的信心聚集与避险情绪的

发展有很大关联。在 2014 年，这一趋

势会进一步深化发展。

趋势三：艺术品资产化进程加快

中国艺术品市场沿着由雅玩到商

品化、到资产化、到金融化、到证券化

的脉络在发展，这既是一个大的趋势，

也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过程中体现

出来的内在发展规律。在此过程中，

资产化进程可能会在 2014 年得到进一

步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机构、企

业 等 资 本 大 规 模 进 入 中 国 艺 术 品 市

场。据统计，2013 年有机构或企业的

400 亿—500 亿资金已进入中国艺术品

市场，这当然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只

是此一进程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正规金融机构不断

介入到艺术品资产化、金融化的过程

中，也会成为 2014 年一个非常重要的

亮点。

第三个方面，国家一些政策法规

实施的预期推动也不断加快艺术品资

产化、金融化的发展进程。如不动产

登记条例的实施，房产税及遗产税的

预期开征等，都是一些重要因素。

第四个方面，一批艺术品资产化

的平台在不断地实验与发展过程中，

并为社会提供服务，比如说一些文交

所、交易中心，包括一些金融机构推出

的资产化的配置平台等，可能会成为

一 种 新 的 资 产 配 置 的 业 态 ，这 些 在

2014年可能会越来越多地看到。

趋势四：市场趋向国际化

第四个趋势，是中国艺术品市场

国际化的趋势显现。一般国际化分为

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国艺术品市

场走出去；另一个层面是国际艺术品

市场走进来、引进来。实际上在这两

个过程中，更多的是体现了以下四个

层次、要素的相互交流。

第一个是艺术品层次，现在中国很

多艺术品通过展览、贸易等各种方式正

在走向世界各地，走向世界艺术品市

场。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收藏家和

中国的一些机构、企业越来越多地消费

世界优秀的艺术品，比如说大连万达购

买毕加索的作品等，这些都是在艺术品

层面国际化的一个反映。

第二个层次，是艺术机构在不断地

走国际化的路子。中国一些大的拍卖

机构，一些大的画廊纷纷走向海外，设

立相应的机构或办事处等，同时国际上

一些大的拍卖机构，像佳士得、苏富比

都在国内设立了分支机构，并且进行了

首拍。同时一些大的信息服务机构，比

如 说 Artprice、Artnet，还 有 欧 洲 的

TEFAF 等纷纷在国内建立自己的机构

或是与国内机构合作，推出相应的研究

报告等，试图影响中国艺术品市场。

第三个层次，是中国的艺术家和

世界艺术家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越来

越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趋势。如国际化

的展览与交流的常态化。

第四个层次，是市场国际化发展

的这种业态，或者国际化发展的平台

正在突破已有的障碍或者瓶颈，市场

正在往一体化的趋势发展。一些新的

平台、业态的出现，使得市场不断打破

瓶颈，通过组织的方式、资本的方式等

进 一 步 加 深 这 种 进 程 。 国 际 化 的 带

动，将推动中国艺术品市场不断走向

规范化、秩序化发展的制度之路。

趋势五：礼品市场转向投资市场

2014 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结构将

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

在礼品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结构，正在

向投资市场为主体的投资结构转型，

投资市场的规模不断上升，市场更加

理性。因为长期看资本是非常理性的

力量，它追求与推动市场的价值发现

形 式 和 平 台 建 设 。 在 这 个 转 变 过 程

中，价值发现平台的建构成为一个大

的趋势与市场发展的重要热点。

趋势六：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强

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

新资金的进入使市场的动因更加多元

与敏感，从而变得更具不确定性。

2013 年，大的机构和资本正在进入

艺术品市场，这是我们看到的机构层

面。实际上从大的经济环境来说，无论

从世界还是国内，由于经济发展的不确

定性，增加了艺术品资产优异表现对资

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资金可能会通

过不同的渠道，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进

入中国艺术品市场中来。

同时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的财富

人群会越来越多地把艺术品资产作为

一种财富配置的工具，会用于理财和

财富管理的过程中。这一方面是国际

艺术品资产化发展的示范效应；另一

方面，中国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而进

入消费结构的调整；第三个方面就是

中国艺术品市场进程与市场周期的推

动；再就是政策预期的影响。因为，中

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预期，那就

是不动产登记条例会在今年上半年推

出，并且落地实施。而这些趋势带有

很强的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这六大趋势或者说看

点，是我们在展望或者分析 2014 年中

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

从沈阳到北京，从艺术家到商人

再到收藏家，这是和静园茶文化企业

董事长、和静园美术馆馆长李冰的足

迹。“当年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也曾

意气风发地想成为艺术家。虽然现在

不画画了，但我还是在艺术这个范畴

中做另一件热爱及有意义的事。”李冰

说的“有意义的事”就是艺术品收藏。

15 岁当兵的他，上大学之前在部

队里画了 4 年的电影海报，为他打下了

扎实的绘画基础。在聊天中，李冰翻出

手机里的一张作品照片，是他 1992 年

参加辽宁省肖像大展的一幅油画，那形

体结构里透出的专业素养，色调处理中

敏锐的色彩感，比之今天一些艺术家的

作品毫不逊色。正是这些经历和专业

基础，让他做起收藏来有着自己独到的

视角，“能在美术史上留下来的作品，都

具有时代的气息及独特视觉表达，这一

点在我的收藏中很重要”。

正是这种态度，让他在下海经商

后的 2005 年打包收藏了沈阳东宇美

术馆的当代艺术藏品。为了给这些

作品找个家，又在 2006 年投资 1000 多

万元在北京的宋庄创建了自己的和

静 园 美 术 馆 ，正 式 开 始 他 的 收 藏 之

路。从这个美术馆的藏品来看，可以

说是一部 20 世纪 90 年代当代架上绘

画简史。那个年代重要艺术家的代

表性作品，他收藏的不少，有张晓刚

的“大家庭”、尚扬的“大风景”、刘炜

的“红人系列”、曾梵志的“面具”、周

春芽的“绿狗”、岳敏君的“笑脸”等，

还 有 陈 丹 青 、方 力 钧 、罗 中 立 、刘 小

东 、喻 红 、毛 焰 、魏 光 庆 等 人 的 代 表

作。这些艺术家和他们这一时期的

作品，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市场新

高。就在中国当代艺术拍出高价的

前夕，这些作品被李冰纳入怀中。

“不论是收藏家还是艺术家，核心

是态度，其次才是能力，如果文化没有

其态度，艺术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我

们要思考艺术的道路是什么，艺术给

今天这个时代留下了什么，收藏家的

文化态度、艺术家的创作态度至关重

要。”就这样，伴着一杯香茗，李冰说起

他的收藏观：“我不敢说我是收藏家，

但我在往这方面努力。在收藏家需要

具备的素质里，排第一的是态度。收

藏家要有视觉审美评判高度，艺术价

值并不是市场价格。”

美术文化周刊：什么样的艺术和

艺术家是你关注的？

李冰：中国当代艺术，应当是中国

在国际上非常漂亮的一张名片，在今

天所发生的艺术里，当代艺术是最鲜

活、最有生命力的。当代艺术最可贵

之处，是它在反思社会、反思自我，是

在想问题、提问题。艺术如果不提问

题，它的存在还有意义吗？解决问题

的艺术，才是我最尊重、最感兴趣的。

今天做收藏，什么样的机构官衔对

真正有艺术修养的收藏家一点影响没

有，反而会减分，因为这些与艺术没关

系。具备当代语境的重要艺术家的作

品，我关注会比较多，对现在年轻的艺

术家我也关注，但收藏非常谨慎，因为

这些还需要时间的检测。

中国当代艺术，从“85新潮”到“后

89”，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形成了那么

多有力量的作品和节点，但是为什么

走到今天弱下来了？究其原因，就是

对物质的追求过高，把很多力量都给

消解了。但是我相信，中国当代艺术

中，有很多有态度的艺术家，仍在不断

坚守着。真正留在美术史上的艺术

家，是有视觉表达态度的，同时也具备

独特视觉审美的人。

美术文化周刊：你所理解的收藏

家应该是怎样一种人？

李冰：真正的收藏家都是有社会

责 任 的 人 ，不 是 收 藏 点 东 西 搁 在 家

里。不单是艺术家具备创造力，收藏

家也是具备创造力的。如果没有一个

真正好的收藏家系统，一些重要的作

品，不可能成为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

作品。没有美第奇家族，哪有文艺复

兴？没有古根海姆，哪有那么多当代

艺术存世？

在收藏中，没有一个很高远的文

化判断，势必会被市场左右，从而引导

艺术家创作市场上畅销的作品样式，

并影响真正好作品的出现。所以有态

度的收藏家，在这个时代，甚至比艺术

家都重要。如果能出现若干个美第奇

家族那样的收藏家，中国的艺术一定

会有很好的未来。

中国的当代艺术收藏起步比较

晚，不像欧洲这么多年收藏体系是没

有中断的，我们还在复苏阶段。今天

我们从个人热爱也好，有一种情结也

好，都在为这个时代甚至国家做一些

事情。比如我们的私人美术馆，是否

能为国家美术的收藏起到一种推动作

用，这是我想看到的。

美术文化周刊：当代收藏家的收藏

环境如何？

李冰：通过 2009 年中国当代收藏

家年会的建立，开始不断有更多热爱

当代艺术的人士加入到这个阵营中。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重要

作品留在国内，这也是我们当初做收

藏家年会的一个核心。否则，我们的

作品就会像当年曾发生过的情况一

样，被国外拿走，反过来又大价钱卖回

中国。我们没有先知先觉，但也得后

知后觉。否则很多文化遗存就不在国

内了，你想研究这个时代的美术，就要

去国外看，这不是中国人的悲哀吗？

当年的星星美展、无名画会，吹响

了中国艺术要表达个人情趣和思想的

号角，哪怕它不成熟，但在中国当代艺

术史上，分量是无法替代的。为什么现

在大家找无名画会的作品，就是那些东

西太少了，很多都在无形当中毁掉了。

今天的中国，大家太急功近利，太

在乎眼前那点贪欲。当我们没有意识

到要把我们的历史，把我们发生的事

件和艺术保留下来的时候，这就是我

们文化的一个悲哀。希望有更多有态

度的人，有正能量的人来投入文化事

业，我们的文化才有希望。

中国的藏家要建立我们今天的文

化本体、文化线索，这也是收藏家的文

化责任。

美术文化周刊：收藏家应具备的素

质有哪些？

李冰：做收藏不能只看市场上谁

的画卖得贵，要看其作品中所表现的

文化内涵的独特性。收藏家不可能关

注所有的门类，因为你要受财力、物

力、精力等因素的限制。再说，收藏也

要有态度，你究竟是收藏什么的？什

么都有，等于什么都没有。

收藏涉及对艺术史的了解、对艺术

家的了解、你的胸怀有多大、你的资金

量有多少等因素。比如印象派，当年就

被认为是艺术垃圾。但如果只认为盖

棺定论的东西才好，就不叫收藏家。人

的审美经验会毁掉很多艺术家，人都愿

意顺着惯性审美，经验是最危险的。不

能按照固有的、个人的审美趣味和经

验，来判断当下发生的事情。

所以虽然有些艺术你看不懂，或

看着别扭，就更要多关注它为什么这

样。在收藏体系中，你要选择给行内

和 行 外 人 看 的 是 什 么 ，也 是 你 的 态

度。只能“听”画、不会“看”画的收藏

家，将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没有文

化判断，只会让人左右你的思维，也就

只能是买几张画而已。

收藏，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判断。

李冰：

收藏家要有文化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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