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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智军

首届北京国际艺术臻品展举办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10月 8日

至 12 日，“第二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

季暨 2014 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艺术臻

品展”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本届臻

品展由北京文化产业商会、北京文

化艺术资源研究院、北京对外文创

国际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

办，北京东方美亚国际会展有限公

司承办，以“永恒之美”为主题，集结

了不同机构和个人典藏的千余件艺

术精品。展览中不仅有法国雷诺阿

家族的收藏，还展示了徐悲鸿、齐白

石、潘天寿、李苦禅、李可染、许麟庐

等名家后裔的艺术珍藏以及来自俄

罗斯的油画精品等。针对国内日渐

增长的国际艺术品收藏需求，展览

期间还举办了“国际艺术品收藏与

投资高峰论坛”和“经典与传承中外

艺术名家后裔精彩对话论坛”，邀请

国内外艺术家、评论家和收藏机构

负责人为国内藏家释疑解答，共享

经验。

孙佩苍：

见证“西画东渐”的传奇藏家
“百年以还，只有一位孙佩苍……

惟其仅止一位，格外难得，格外可敬：以

一国之收藏论，孙佩苍此举固不足引以

为傲，以近世国运之艰困论，却是足可

传为美谈。”艺术家陈丹青对于 1978 年

秋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曾经目睹一批

最早的西画收藏给自己的触动，至今不

能释怀，在《寻找孙佩苍》一书的序言中

如是写道。

孙佩苍是谁？他在民国美术史中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他收藏了什

么样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背后潜藏

了怎样的曲折故事？这些作品又怎样

勾连起中与西、民国与当下、孙佩苍及

其后人之间种种历史关系？……

10 月 11 日至 30 日，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中国油画院主办，北京市文物公

司、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协办的“青青子

佩——民国美术史的再发现：孙佩苍及

其收藏”展在油画院陈列馆举办，力图

通过历史的追踪，还原历史迷雾后孙佩

苍的面貌。

孙辈的艰难寻找

“虽然知道孙佩苍是我们的祖父，

可谁都没有见过他本人，翻箱倒柜也找

不见他的照片以及与家人的合影——

父辈们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为了所谓划

清 界 限 销 毁 了 一 切 有 关 他 影 像 的 照

片，为了不影响我们的上学就业，他们

对孙佩苍的事也讳莫如深。因此，我

们知道谁是孙佩苍，却不知道孙佩苍

是谁，是怎样的人。”孙元从 2007 年开

始了寻找祖父历史痕迹的历程，那年

他已经 61 岁。而寻找的契机，就是他

读到的《蒋碧薇回忆录》，这也是迄今

为止关于孙佩苍旅欧研习和生活仅有

的文字记录。

孙佩苍，又名孙沛苍，别号雨珊、禹

珊，籍贯辽宁沈阳。北洋师范优级博物

科毕业，1920 年 11 月 7 日，以教育视学

身份留学法国，在巴黎市郊郭伯郎学校

学习法语和绘画后，考入巴黎国立美术

专科学校绘画科。学习期间，曾先后游

历意、英、德、俄、荷兰、西班牙等十国，

考察近百处美术馆，研习美术史。与徐

悲鸿等人结为好友，成立“天狗会”，《蒋

碧薇回忆录》中写道：“会友们公推谢寿

康为老大，徐悲鸿先生为老二，张道藩

先生为老三，邵洵美先生为老四，军师

是孙佩苍先生……”而徐悲鸿之子徐庆

平说起他们的交往，“同在巴黎研习绘

画。他们均对艺术爱入骨髓，虽为穷苦

学生，常常学费不继，却节衣缩食地购

买艺术品和画册，观赏歌剧，在文化精

神的富足上可比王公。”

1927 年 回 国 后 ，与 李 有 兰 、张 之

汉 等 共 同 发 起 成 立 奉 天 美 术 研 究

社。1928 年末被聘为东北大学教授，

曾多次于沈阳故宫举办画展，有长篇

论 著《美 术 与 人 生 的 关 系》。 1930 年

末，再度赴法就任中法合办的里昂中

法 大 学 校 长 ，先 后 担 任 国 联（联 合 国

前身）宗旨教育青年分委员会的中国

委员、教育青年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

员。1933 年底回国后与徐悲鸿、张大

千 、林 风 眠 、吴 湖 帆 、谢 稚 柳 、汪 亚 尘

等 美 术 家 多 有 交 往 。 抗 战 时 期 被 任

命 为 国 民 党 东 北 党 务 办 事 处 主 任 委

员，1938 年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

员 。 1940 年 继 任 第 二 届 国 民 参 政 会

参政员。1942 年元旦，在四川成都的

“第一届美术展览”上，孙佩苍的收藏

第 一 次 公 开 展 出 ，但 3 天 后 ，他 就 在

成都去世，死因不详。据当时的新闻

报道，有“胃疾”“暗杀”两种说法，而其

收藏的部分美术品和《世界美术史》手

稿也全部丢失。

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

在 4 个月前还对孙佩苍一无所知，

被孙元所著《寻找孙佩苍》一书深深打

动，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美术馆副

研究员邓锋以“因缘际会”来形容此次

展览的策划，“这是在陈丹青、孙元、沈

林等诸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所找

寻到的资料的重新编排。由于历史的

原因，这个展览是故去的他和活着的我

们共同建构的。”

展览分为文献和藏品两部分。“他

既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又是留法‘天

狗会’团体中的军师”，还是多所大学的

教授与校长；他既收藏西方油画经典

原作，试图写作《世界美术史》一书，又

与民国重要画家交往，收集不少中国

古代绘画与当时名家作品，尤其是徐

悲鸿为其绘赠 5 幅油画作品，实属罕

见；在 1942 年其收藏品第一次露面展

出之际他突然消失，他的部分收藏再

次出现时已是隔 70 余年……“邓锋表

示，对于其人的展现是通过《寻找孙佩

苍》寻找到的有限文献，以孙佩苍家属

寻 祖 的 追 问 开 始 ，通 过《蒋 碧 微 回 忆

录》中 的 记 载 展 开“ 寻 找 ”之 路 ，以 其

1942 年的展览与“消失”作为历史的停

顿，以“浮现”的历史片段重现其留学、

任教、从政的依稀经历，以收藏品的散

佚、波折揭示其美术陈列馆之梦的破

灭。最后，以《寻找孙佩苍》一书之出版

作为小结，并期冀着新的发现与研究的

开始。

藏品部分则主要是孙佩苍家属保

留的遗存汇集一堂，分为 3 个板块：藏

品之徐悲鸿、吴作人部分共计 8 件；西

画部分包括至今尚存的德拉克罗瓦、亨

利·埃米利安·卢梭、迪亚兹、劳伦斯、道

墨、图尔斯、卡里尔等西方至 18 世纪以

来的诸多名家之作；中国画部分主要集

中于明清和近现代，除虚谷、任熊、任伯

年等海上大家作品外，张大千、谢稚柳、

汪亚尘等均与其有信件及作品往来，从

所署孙佩苍上款可见孙氏与当时书画

名家交往关系之一斑。对于民国美术

界来说，孙佩苍收藏西方油画的世界视

野和谱系研究，无疑在中西艺术交流中

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凸显出

立足于民族文化的自信与魄力。藏品

勾勒出孙佩苍既模糊又清晰的形象，从

作品的流转、收藏而言堪称“西画东渐”

第一人。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邓锋讲起

展览名称的确定，也别有深意。它来自

于《诗经》，这既是孙佩苍给孩子起名的

传统，也可以形象地勾勒出孙先生比较

瘦挺、倔强、坚毅的模样。“这个展览不

仅是用来纪念孙佩苍先生，也是献给共

同寻找挖掘这段历史的后人们。”

他的收藏精微而率性

孙佩苍在旅欧期间搜购了大量西

洋美术珍品，被誉为“民国的传奇，画界

的美谈”。在国内也收集了徐悲鸿、吴

作人、张大千、任伯年、陈老莲等名家之

作。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

副主任曹庆晖评价说，他的收藏视野比

较开阔，不只局限于欧洲，他的视野，即

便是在一个相对的文化体系内，收藏趣

味也不是单一的。“孙佩苍作为一个中

国人在欧洲留学，可能带有中西两种叠

加起来的眼光与口味，来看待与艺术

品，这与他的修养、眼界、趣味的多样性

都有关系。他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

无论是中还是西，他的收藏都很精微，

但这种精微不妨碍那种率性，他在这两

个端点中的收藏游刃有余。”

在展览现场，徐庆平感慨地说：“父

亲的这些作品大部分我都没看过，虽然还

有几幅因在修复中没有展出，但就这次展

出的就已经很让我惊心动魄了。如伦勃

朗的《妇人倚窗像》，我是始终想看，但一

直没看过。前天我在办公室一本杂志的

封面上才刚看到，我一直找，不知道在哪

儿。这张画在我父亲的学习过程中，处于

很重要的阶段。最后给了孙佩苍先生，也

说明了他对孙佩苍先生的敬佩，另外，肯

定也看到了孙佩苍收藏的目的，是为了中

国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

对于孙佩苍的这批藏品，徐庆平

认为浸透着当年出国寻求真理的一代

艺术家对国家的一腔热情、对美术教

育所注入的心血，这批东西非常珍贵，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坎坷，竟然保存下

来了，而且还保存得这么好，我感觉不

可思议。”

“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

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 20 世纪欧美

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

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

有 19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

而已。”陈丹青写道，“希望它们能被整

体收藏，再也不要散佚。”

“创意产业”一词源起于英国 19 世

纪 80 年代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提出的

政策概念，这一概念成为发达国家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的文化理论及政策模

式。“创意产业”在新世纪以后，亦进入

中国的经济政策，并在各地有政府推动

形成不同模式的创意产业园。

“创意产业”在中国叫法不同，国内

的官方说法叫做“文化产业”“艺术产

业”或“创意产业”。相对而言，“文化工

业”或“创意产业”还是准确一些，“文

化”一词在中国传统中是指一套立身治

国的精神道统，如何能把“文化”直接变

为产业，“文化产业”一词虽出现在许多

政府文件中，但学界和文化界的知识分

子多数不认同这一名称。

特定的创意产业园区，国内民间有

“艺术区”“艺术村”之称呼，最著名的是

北京的“798 艺术区”。官方的称谓是

“文化产业区”“创意产业园”，或者叫

“文化创意产业园”等等。

“798 艺术区”在 2000 年后兴起，这

个名称因朗朗上口不胫而走。2006年，

北京市出台了《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的若干政策》文件，将“798艺术区”正式

挂牌为“798文化创意产业园”。但社会

的流行叫法仍是“798 艺术区”。应该

说，“艺术区”是此后全国所有“创意产

业园”之模式的雏形。

在艺术区模式上，“798 艺术区”兴

起 后 ，带 动 了 北 京 及 全 国 的“ 艺 术 区

热”。首先北京的“798 艺术区”周边一

带，2006年至 2009年冒出了大大小小十

几个艺术区。同“798艺术区”的早期自

发形成的“天上掉馅饼”模式不同，新开发

的艺术区都有明确的开发主体，这又分

三类模式：第一类是由某个商人或由某

个基层政府的小官员身份的承包商，跟

国企、村政府或政府行业部门谈土地租

让，由这个承包商开发后租赁给艺术家；

第二类是由艺术家集体租赁土地、集资

开发艺术区；这两类模式迅速在南京、广

州、成都、重庆、贵阳等各地被仿效。

在上海、重庆、厦门等地，艺术区或

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开发，由艺术家的自

发聚集、商人或贪腐小官员的私人开

发，进入到第三阶段的开发主体，即由

政府和国企出面开发。像上海的莫干

山艺术区“M50”、田子坊画廊街，重庆

的四川美院“坦克库”工作室街等。所

谓政府和国企的开发主体，指事先有一

套开发规划以及开发策略，比如，先低

价或免费让艺术家使用入驻，签约数年

后收取或涨租；采用区别房租政策，学

术性的独立空间可以免租或地租，画家

也可以画抵租；规定画廊、艺术家工作

室和餐饮、礼品店在一个园区内的入驻

比例，避免艺术区的过度商业化。

“艺术区”在兴起后各种问题不断，

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层出。早期主要

的困扰是艺术区的前卫艺术的少数激

进部分如何管控，这一问题“798 艺术

区”管委会的管理模式趋于成熟。目前

主要的困扰是如何找到文化创新与商

业模式的平衡，主要表现是艺术区的过

度商业化或“逆淘汰”问题，最极端的例

子则是艺术区被整体卖给地产商。

这两年媒体舆论对“798艺术区”由

一路追捧变为不满之声日多，主要焦点

是艺术区的“商业压倒文化”的现象，即

艺术区由原来一大片画廊、美术馆见不

到几家饭店、礼品店、咖啡店，到现在一

大片咖啡店、礼品店见不到几家画廊、

美术馆的过度商业化；另一个现象是驻

区机构的“逆淘汰”，由于在房租面前人

人平等的租赁政策，以及艺术区的旅游

区化，一大批好的独立艺术空间、优秀

画廊因房租高及园区学术气氛下将，纷

纷撤出，换驻了一批质量较差的画廊，

展览的艺术质量也较 2006 年至 2009 年

的繁荣期下降。

“798 艺术区”的形成是一个“天上

掉馅饼”的不可复制的模式。第二、三

阶段则是政府跟进的文化管控和产业

规划的主动作为时期。文化管控上，

“798艺术区”的地方行政还是积累一些

文化的开明管理的经验。但在文化与

商业平衡的探索上，似乎正陷入模式僵

局或发展瓶颈。这一模式主要是不能

解决“四化”的政策瓶颈，即基金会化、

产权的私有化、租赁权的长期化、管理

权与开发权的分离，使开发权公共化。

如果艺术体系是一个金字塔，中国

目前完成了这个金字塔的中下端建设，

但仍缺乏顶尖的学术和商业平台，这些

平台要成为国际化的巨型“旗舰”，需有

巨量资本和产权的支持，目前艺术区的

国企和政府地产很难产权私有化，文化

的资本运营开始实践，但国内在私立的

基金会制度上仍是一个政治瓶颈。像

“798艺术区”，不断上涨的房租，又无更

高端的基金会支持，即便能维持在艺术

区的生存，但没有一家美术馆或画廊能

将艺术事业做到世界顶尖。

艺术区的租赁权由于不能长期化，

现在普遍几年一签，使得园区机构即使

资金充足也不敢有长远规划和巨资投

入；“798艺术区”的地块是国企性质，它

并不擅长从事文化经营，但又不愿意甘

做“房东”。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管理

权和开发权分离，将开发权公共化，即

由区政府、国企、业主甚至外来投资人

共同股份制开发，这样也可以做到在现

有政策瓶颈下的效益最大化。

实际上，“798艺术区”只要上述“四

化”中实现某一条，即可使整个艺术区

的模式走上新台阶，但现在处在一个上

下不得的模式泥沼。纵观 20 世纪欧美

的文艺复兴，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这个

国家的艺术中心要有为全世界艺术买

单的能力，但政府的资金不可能为全世

界买单，所以如何吸收政府外资本进入

文化创新就成为改革的关键。这一切

的诉求是为了既使资本进入文化和艺

术领域，又推进文化创新。世界各国成

功的基础模式是基金会，即由国家的免

税和减税制度支持私人资本进入文化

或创意产业。

艺术区或创意产业园如何实现新

的模式升级？目前各地区的“艺术区”

或“创意产业园”大都是“画家工作室

区”，甚至连北京“798”和上海“M50”的

画廊区尚未形成，这只是狭义的“创意

产业园”。一些地区的升级模式仍是地

产式的，即将简易房的画家工作室升格

为别墅型的豪华工作室。

广义的创意产业实际上还包括广

告、动漫、游戏和影视音乐后期制作等

领域。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试点将以艺

术区为中心，带动广告、动漫等创意产

业、城市的商业办公楼以及商业消费业

态等城市的综合开发，云南昆明的金鼎

创意产业园即是这样一个新的模式实

践，它由省文化创意创业投资公司与区

政府共同开发，将单一的“画室区”“画廊

区”的艺术区模式，扩展为以“艺术区”带

动广告、动漫等广义的创意产业以及区

域的城市生态的综合开发，避免简单化

的卖地、租地的艺术家聚居区模式。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理论部研究员）

本报讯 历经一年多的审理，一

波三折的画家许麟庐遗产案日前在

北京二中院宣判。画家许麟庐的三

子许化夷起诉母亲王龄文，要求分割

父亲遗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许麟

庐生前所立遗嘱有效，应按照遗嘱中

所称，实行遗嘱继承。其所有遗产由

其遗孀继承，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

求。宣判之后，原告之一、作为孙辈

的许睿表示，将提出上诉。

1936 年，许麟庐与王龄文女士

结 为 夫 妻 ，婚 后 感 情 一 直 很 好 ，两

人 共 同 走 过 了 七 十 五 载 恩 爱 岁

月。育有 8 个子女，除长女许美、三

女 许 嫦 已 经 去 世 外 ，长 子 许 化 杰 、

二 子 许 化 儒 、三 子 许 化 夷 、四 子 许

化 迟 、二 女 许 丽 、四 女 许 娥 均 健

在。2012 年 7 月，95 岁高龄的王龄

文 女 士 突 然 接 到 儿 子 许 化 夷 委 托

律师发来的一封《律师函》，声称要

求 分 割 许 麟 庐 先 生 留 下 的 字 画 等

遗产。随后，许化夷果然将母亲及

两位兄长起诉到法院。2012 年，案

件 在 北 京 市 丰 台 法 院 曾 经 开 庭 审

理 。 但 由 于 案 件 标 的 额 较 高 ，于

2013年 1月移送至二中院。

本案中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许

麟庐生前所立遗嘱是否真实有效。

这份遗嘱是用毛笔所书，内容是：“我

许麟庐百年以后，我的一切文物、字

画 及 所 有 财 产 归 我 夫 人 王 龄 文 所

有。”王龄文女士回忆称，此遗嘱是

2010 年 9 月 2 日，94 岁的许麟庐亲笔

写下的。

但是，许麟庐的部分子女对遗嘱

的真伪有质疑。法院启动鉴定程序，

原被告双方均提交大量许麟庐的书

画作品作为检材。但是，法院找到的

多家鉴定机构均表示，根据现有检

材，无法对遗嘱真实性做出鉴定。

另一个重要证据是一幅许麟庐

在遗嘱前的数码照片。在原告方看

来，遗嘱贴在墙上，本身就不正常，因

此对这张照片的真实性表示质疑。

对照片的真假，鉴定机构给出了结

论。鉴定意见认为，该照片没有修改

过的痕迹。

法院据此认定，照片上遗嘱的文

字表述与证据相同，可以证明许麟庐

知晓这份遗嘱，并同意在遗嘱前合

影。同时，该遗嘱各项要件均符合自

书遗嘱的要求，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故此，判决许麟庐的遗产由其遗孀全

部继承。 （安然）

艺术区和创意产业园如何模式升级 专家视点

朱其

许麟庐遗产被判全归遗孀

国展美术中心“典藏”展书法、花鸟作品联袂亮相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10 月 11

日，由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

主办的“2014 典藏·书法、花鸟作品

联展”在该中心举办，杨晓阳、张江

舟、曾来德、彭骏雄、胡抗美、龚文

桢 等 出 席 展 览 开 幕 活 动 。 此 次 展

览 参 展 书 法 家 包 括 欧 阳 中 石 、李

铎、沈鹏、钟明善、张海、王冬龄、林

岫、陈洪武、曾来德、申万胜、胡抗

美、孙晓云、曾翔等，参展花鸟艺术

家包括袁运甫、刘勃舒、张桂铭、江

文湛、郭怡孮、姜宝林、裘缉木、龚

文桢、冯大中、贾广健、陈鹏等，展

出书画作品共 300 余幅。展览特设

精品扇面鉴赏区，集结了 8 位艺术

家的 60 余幅扇面作品，为展览增添

了别样雅趣。

今年 5 月正式运营以来，国展美

术中心已经举办“典藏·山水展”“典

藏·油画展”，不论是艺术家参展的

规模，还是展出作品的质量，均引起

业界藏家关注。国展美术中心总裁

彭骏雄介绍，该中心力求把最有价

值的艺术作品推向市场，在诚信、规

范的运作之下，促进国内艺术品市

场的健康发展。

北京银座国际拍卖将推“冬皇故物”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记者日

前从“北京银座国际 2014 秋拍‘冬皇

故物’专场、孟小冬基金会捐赠孟小

冬珍贵录音及余音绕梁京剧名家名

剧演唱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一代

京剧名家孟小冬所留旧物即将现身

北京银座国际拍卖。发布会上，孟小

冬基金会向中国戏曲学院举行捐赠

仪式，将孟小冬生前私人录制的珍贵

原版录音带数字资料赠予该院，以望

填补戏曲历史、学术等领域的空白。

孟小冬（1907—1977），北平宛平

（今北京）人，梨园世家出身。年少

成名，人称“冬皇”，是京剧著名老生

余 叔 岩 的 弟 子 ，1977 年 在 台 湾 去

世。此次“冬皇故物”专场涉及文

化、艺术、戏曲等多个方面，呈献伴

随孟小冬大半生的一批珍贵原版名

家书画、录音带、首饰、家书、生活用

品、老照片等珍贵物品 50 余件，是研

究孟小冬、杜月笙等民国风云人物

的重要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