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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艺

术市场一片萧条之时，贾廷峰走进了

798 艺术区，开办了当时艺术区里第一

家水墨画廊——太和艺术空间。5 年过

去了，这个在艺术市场里走过 20年的从

业者，用时间证明了他的选择，用市场

检验了他的眼力。

聊起“新水墨热”，贾廷峰冷静地表

示：“‘新水墨’‘新文人画’这些说法我

都不赞同。艺术很难用新旧衡量，只有

好坏和品质的高低。没有文化含量和

技术含量，‘新’就没有价值，就是一个

商业炒作的噱头。”贾廷峰用“当代水

墨”这个概念来代表他的判断和立场，

即有当下人文情怀和关爱的一种艺术

语言形式。

一直致力于当代水墨推广的贾廷

峰，最近新动作不断，已经有一系列的

计划，如准备推出他的首本个人文集，

“太和艺术网”也即将改版上线，在全

国景区打造画廊和系列展览。“今年 6

月份将首先在广西阳朔开展，然后陆

续到黄山、九华山、白马寺等地展出，

在最优美的环境下看艺术，改变人们

对艺术和展览的固有认识，让艺术回

归生活与自然”。

选择艺术家的四个标准

美术文化周刊：你当初选择到 798

艺术区开办太和艺术空间，对画廊的定

位是什么？为什么选择那个时机？

贾廷峰：我来 798时正值金融危机，

而且这里没有一家水墨画廊。我们虽

然不乏优秀的艺术家，但油画、雕塑、影

像、装置等艺术均是克隆西方的，话语

权在西方人手里。整体来说，我们只学

了一点皮毛就去与西方对话是不够资

格的，但水墨可以。当时我就想，在中

国的土地上，在 798 这样一个当代艺术

区，水墨艺术不应该缺席。

那时，当代水墨没有人关注，我投

入了几百万煎熬着，不求回报一个劲做

展览，坚持了两三年。恰恰是那个时候

的展览作品，到今天是数倍的回报。比

如李津，当时做展览没有人买，我自己

全买了，三年时间，他的作品价格翻了 8

倍。所以说，做事情不要想着投机，只

要坚持，上天不会亏待你。

美术文化周刊：对合作艺术家的选

择标准是什么？

贾廷峰：我一直推崇不此不彼，即

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本土、当代、新鲜的

艺术，既要有中国文化的根性，又要容

纳、借鉴世界各地的文明艺术成果；既

具有当下的人文关怀，还要有自己原创

的艺术语言、风格。这是我一直坚持的

4个选择艺术家的标准。

我一方面做给我们同胞看，一方面

也是做给国外人看，让他们了解当代中

国的艺术风格、面貌。我们有五千年的

文明，但我们也要展现当代艺术家的风

采。我不赞成传统这一关还没有过就

开始搞创新，创新一定是在传承传统的

基础之上的。

我做每个展览都经过深思熟虑，有

时考察一个艺术家好多年，看他的变

化、走向，看有没有发展、创新。不是随

便搞个花样，我就去推，那样我对不起

我的客户。正在展出的衲子，我关注了

10年，他有非常厉害的传统功底，构图、

落款又非常现代。他的画没有炫技，很

安静，也不是老一套的师古、泥古，完全

是当代人的感受。

浮躁考验画廊和艺术家

美术文化周刊：太和推出了一些前

期不太为人所熟知的艺术家，今天的市

场已经证明了你的选择，当初为什么不

选择一些已经知名的艺术家？

贾廷峰：很多人不了解，也不明白

我在做什么，其实画廊的使命就是要发

现、挖掘被大家忽略的人。这个时代最

好的艺术家，往往只知道埋头做艺术，

他没有钱做宣传，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没

有露脸的机会，我们要给他们机会。

现在艺术市场喜欢跟风，谁的名气

大谁的价格就高，这完全是误导收藏家

和消费者，而且某些过于热衷炒作的艺

术家，艺术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谁的

好卖就卖谁的作品，那不是画廊是画

店。画廊肩负着发现和挖掘优秀艺术

家的使命，这是画廊的艺术立场，更是

一种文化担当。

我去年在美国做的“自由的尺度”

当代水墨展，百分之八九十的参展画家

是体制外的。国外的收藏家，不看这个

画家是不是体制内的，更不是看名头，

他看的是作品，关心的是艺术本身。这

方面媒体也需要正确引导。

美术文化周刊：在画廊的经营中面

临的一个问题是诚信缺失，你怎么来维

护与艺术家良好的合作关系？

贾廷峰：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多

年的问题。中国的大环境，不适合画廊

的生长，更何况发展？现在都比较浮

躁、急功近利，很多人没有信仰，没有道

德追求，没有底线，很容易不择手段。

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考验人的时候，既

考验画廊，也考验艺术家。

当画廊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很到

位，艺术家好意思走吗？他走了还有这

么好的平台来为他服务吗？所以我合

作过的艺术家，有的人走了，过几年再

回头，我可能就不会再同他合作了。

在国外，最有成就的艺术家才让人

代理，只有二三流的艺术家，没有地位、

艺术成就不行的人，才自己上街头卖

画，那是很丢脸的事情。在中国很多画

家自己运作市场，这就不对了。因为人

的精力是有限的，艺术家做好创作，我

们做市场运作，这就是分工。社会越发

达、越先进，分工就越细。

而且我们有一整套体系运作，包括

出版、展览、拍卖、写推荐文章等，打理

得井井有条，每年还给艺术家生活费

用。当然，我们自身也要不断进步，不

然也会被淘汰，还是把自己的功课做

足，不断进步。另外，艺术家的创作如

果跟不上，也会被淘汰。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

中国画论尺卖非常糟糕

美术文化周刊：中国的画廊运营目

前比较欠缺的是什么？

贾廷峰：欠缺的很多，第一个就是

对艺术史的认识不够。包括画家、画

廊、收藏家和从业者，大家都一窝蜂地

追求利益，忽略了精神，艺术品最终是

一种精神、心灵的折射。

中国的画廊特别弱，与自身的修

为、知识的积累不强有关系。借用领导

人的一句话“打铁还要自身硬”，自身不

行 ，画 家 会 抛 弃 你 ，藏 家 也 会 不 信 任

你。和我一块来 798 的，一半以上的都

跑了，如果我是藏家，我也害怕。所以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藏家的心，

也牵扯到艺术家的创作，我们要给他们

信心。虽然中国艺术市场的生态很差，

但越是这样，我们的坚持就越有意义。

所以正确的引导很重要，中国的画廊还

有漫长的路要走。

美术文化周刊：你对藏家有什么样

的忠告？

贾廷峰：收藏艺术，我想不外乎几

个标准。一个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宏观

地看当下的艺术家；另外要站在学术的

立场，看作品的艺术价值；还要根据自

己的状况量身定做，不要盲目跟风，更

不要轻易投机。一味地投机，很容易被

市场捆绑，这样就没有了收藏的乐趣，

天天被市场搞得心慌，忽略了艺术的审

美 ，忽 略 了 生 活 品 质 的 提 高 ，得 不 偿

失。倒不如静下来，好好翻翻中国美术

史，看看中国艺术从近现代到当代发展

的脉络，多看一些好的艺术作品，了解

什么样的作品具备收藏价值。

美术文化周刊：你做过杂志、拍卖、

画廊，亲历了这些年中国艺术市场的发

展，你认为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贾廷峰：翻天覆地！从一开始的萌

芽状态，到发展，到迅猛发展，到无比混

乱，到现在的不断纠正错误、回归理性

状态，就是不断地在反复折腾。就是在

这个折腾的过程中，逐渐向规范化发

展。另外，我们艺术方面的法制法规太

不健全了，包括拍卖法、画廊业的政策、

艺术品税收等，存在着很多漏洞和问

题。

过去大多数人认为收藏是投资，甚

至是投机，而不是欣赏、消费，现在越来

越多的人在消费艺术品了。物质上的

富足之后，自然就会关照精神生活，现

在正在这个过程中。

现在很多画家舍本逐末，被市场捆

绑，不好好画画，一味追逐名利，非常可

惜。最近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水墨

与江湖》，很多画家现在变成江湖术士

了，原本一些有艺术追求的人也堕落

了，让人看得很痛心。中国画论尺卖本

身非常糟糕，而且有的甚至论寸卖，让

我很反感。这是很没有尊严的，很容易

就会想着这一笔下去 5 万，一笔下去 10

万，而不想创新了，作品也没了灵魂。

太和的展览在中国可能是最特立独行

的一个，从不论尺卖画，尺寸只是一个

相对参照的标准，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才

是最终的衡量标准。艺术市场的生态，

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唯有人人洁身自

好，生态才会逐渐健康起来。

本报讯 据《劳动报》报道，上海

2013 年拍卖行业全年总成交额 388

亿 元 ，比 上 一 年 度 增 长 6% 。 截 至

2013 年 ，上 海 市 共 有 拍 卖 企 业 202

家，从业人员 3106人，拍卖师 310人，

均比上一年度略有增长，行业综合实

力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服务水平、技

术能级、人才结构、资产处置质量等

方面稳步提升。全年总成交额 388

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 6%。与此同

时，拍卖技术不断创新，现场与网络

同步拍卖持续开展。

据悉，建设于2011年的公共资源

拍卖平台，在保证“政务公开、阳光交

易”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丰富了上海拍

卖行业创新改革的内涵。以公共资源

拍卖平台为核心的“上海模式”已被业

界推崇，正在被复制和推广。 （与兴）

上海拍卖行业实力全国领先

被誉为广州美术学院“大师兄”的

周波教授，在 73 岁之际才在中国美术馆

办了个人画展。一直不办画展是因为

忙于教学，总觉得画画时间不够。而办

画展必须要积累很多好画，再从中挑选

最好的，不能随便就办。此前他曾坚决

表示不到七十绝不办展览。即使到现

在，他还是觉得好作品不够多，要再多

一些才能挑出最满意的作品。

周波教授少年 成 名 ，早 在 1960 年

于 广 州 美 术 学 院 附 中 毕 业 时 创 作 的

《北京的声音》就刊载于《人民日报》，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项殊荣。而后他与

林 墉 先 生 合 作 连 环 画《西 沙 儿女》，广

受好评。

周波长期生活工作于广州，与岭南

人物画代表人物杨之光正好相差了一

个时代，是上世纪 40 年代生人中最有代

表性的岭南人物画家之一。他的画具

有典型的岭南风貌，承继岭南画派注重

写生的传统，从生活中汲取绘画的灵

感，历经半个世纪的苦心孤诣，将自己

的艺术锻造得淳朴天然而又妙在其中，

充满生活之美。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尽管

全球化已然到来，但是中国画创作的地

域特点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这

种特点也反映到艺术品市场，地方画家

地方捧，这既是中国独特的老乡文化的

表现，也是由于审美趣味共通造成的。

周波所生活的广东，艺术品市场活跃程

度、交易量均不如山东，其发展与发育

的速度远远低于山东地区。但是进入

2010 年后半年，市场的发展有了一些新

的起色，特别是自 2011 年以来，市场板

块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广东籍名家晋京

展明显增多，呈现密集频繁的态势。除

了“关、黎”的作品市场价格及市场需求

不 断 提 升 以 外 ，周 波 作 品 的 价 格 从

1.5 万元至 2 万元/平尺迅速提升为当下

的 3 万元至 5 万元/平尺，与其他经典名

家一起成为标志性的第二市场板块。

鉴于广东良好的经济基础，随着人

们收藏意识的觉醒，可以预料的是，随

着第一板块及标志性的第二板块的价

格的提升，岭南画派的市场发展空间可

能会进一步打开，在以后的时间里，周

波的市场表现会更加令人关注。

岭南“大师兄”周波

纽约苏富比中国艺术品总成交4370万美元

本报讯 据 Artdaily 消息，苏富

比举办的系列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于

日前落下帷幕，最终中国艺术品总

成 交 4370 万 美 元 ，远 超 最 高 估 价

3130 万美元。拍品之冠出现于“中

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夺魁者是

“元青花如意印花缠枝牡丹纹菱口

盘”，此盘在拍场上被 8 位竞拍者激

烈追逐，最终以 419.7 万美元的价格

成交。

3 月 20 日苏富比“中国古代书

画”拍卖会，王守仁的《草书耶溪送

别诗册》，最终以 204.5万美元高价成

交，超出 6 万至 8 万美元的估价。以

240 万美元成交的商晚期“天黾父乙

角”也使得青铜器专场成为了许多

老牌古董商关注的焦点。此次纽约

苏富比春拍整体情况好于去年 9 月

秋拍，对香港地区和内地的拍卖影

响并不大，因为市场已经较为成熟

和冷静，无论是行家还是藏家都是

看东西而定，即将来到的香港苏富

比拍品数量较多、质量也较高，已受

到行内的关注和重视。 （奕品）

乾隆皇帝虽然眼光独到，但看

走眼的时候也很多，他所认定的很

多真迹，后来证明不少都是假货，

而被他厌弃的诸如《富春山居图·
无用师卷》倒恰恰是传世珍品。

清宫养心殿里藏有一幅宋代

李公麟的《免胄图》，又名《郭子仪

单骑见回纥图》，落款为“臣李公麟

进”。该画曾被录于清代专门收录

宫廷收藏的《石渠宝笈续编》一

书。但是直至清室败落，很多鉴赏

专家见到画作后才发现，虽然画面

协调、用色落笔等均有古风，白描

人物也极具宋人风采，但是更多证

据显示，这幅画却不是出自李公

麟手笔，而是后世仿品无疑。

据档案记载，清代内府里曾

藏有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楷书作

品《谢赐御书诗表》。但是这幅字

当时竟然有两个传本，内容也都

一样，而且均是行墨持重，措笔安

和，字字端严劲实。当时人们对

此问题并未太多留意，故也无法

作出翔实分辨。因此，其中有一

幅字就很轻易地被乾隆皇帝赏给

了自己的皇六子永瑢。清末这幅

字又流传去了日本，被日本收藏

家中村不折所获。而剩余一幅则

一直留在清宫，并被乾隆皇帝刻

入《三希堂法帖》。百年之后，专

家整理清宫遗物，才发现留下的

这幅字虽也有一定文物价值，但

恰恰是赝品。

且不说乾隆皇帝眼力如何，

谁有这么大胆子敢把假东西拿到

他老人家面前呢？嫌疑最大的

就是宫里的太监们，清代的太监

权力虽然不如过去那么大，但是

他们毕竟是皇帝身边的人，很多

贡 品 、珍 玩 往 往 都 经 由 他 们 调

度，于是太监们就扮演了一个类

似现在古董经纪人的角色。而

一些既想巴结皇帝，又拿不出好

东 西 的 朝 臣 ，就 想 办 法 拉 拢 太

监，给太监一点好处，将进呈皇

帝的礼单写得很贵重，实则只是

买点假货交差。太监欺君罔上，

听上去不可思议，可据清末太监

回忆，这种事在宫里不算稀奇，

只是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民

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建立之初，

里面留用着一个叫陈子田的老

太 监 。 据 他 回 忆 ，在 慈 禧 太 后

时，大臣们假如只准备了个价值

二百两银子的礼物，如果再给太

监二百两银子，那么这件东西的

真假、好坏，就都不用理会，太监

们自然会将一切摆平。

乾隆藏品为何“假”天下
刘兴亮

嘉德四季第37期拍卖会2.52亿元收槌

本报讯 3 月 25 日晚，嘉德四季第 37

期拍卖会以 2.52 亿元圆满收槌，私人珍藏

逐渐成为收藏市场新的兴奋点，成为本场

嘉德四季的最大特色。“杏林精舍藏画”专

场表现抢眼，97 件拍品 100%成交，总成交

额超过 2687万元人民币。

此外，中国书画板块首次尝试推出的

“妙笔连珠”连环画创作手稿专场，在拍

前即广受关注，100%成交。品牌项目“名

家 墨 缘 ”“ 一 粟 山 房 ”持 续 受 到 藏 家 追

捧。瓷器工艺品板块，私人珍藏同样是

本 季 瓷 器 专 场 特 色 之 一, 新 开 辟 的“ 工

艺品选粹”专场，成交率 78%。香港重要

私人珍藏之“清康熙豇豆红釉团螭纹太

白尊”以 78.2 万元成交；美国私人旧藏之

“ 明 铜 漆 金 无 量 寿 佛 像 ”以 59.8 万 元成

交。 （美文）

胡润2014艺术榜：艺术品成交额一年缩水1/3

本报讯 近日，英国人胡润发

布 2014 艺术榜，结果显示今年艺术

品成交额比去年下降 1/3，比前年最

高峰下降近一半。胡润透露，这次

上榜的 100位艺术家中，有 60位总成

交额比去年下降，只有 9 位比去年有

所增长。受成交低迷的影响，今年

有不少艺术家跌出了榜单，以天津、

陕西、上海和四川减少最多。

据悉，今年登上艺术榜的“状元”

是 50岁的油画家曾梵志，他去年的作

品总成交额翻倍到 9 亿元，这是 7 年

来最年轻的在世艺术家“状元”，他的

作品《最后的晚餐》以高达 1.4亿元的

成交价成为 2013 年度最贵的在世艺

术家作品。94 岁的油画家朱德群总

成交额 2.8亿元排名第二。59岁的油

画家、去年的“状元”周春芽以总成交

额 2.21 亿元退居第三，总成交额较

上一年下降了一半多。 （欣华）

艺苑卮言

大滌子题画语（纸本水墨） 71×138厘米 衲子

琳琅满目百货摊（国画） 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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