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2月24日 星期三
5

本版责编 苏丹丹E-mail：whcyzk@126.com 电话：010-64291141 产业与市场·艺术品

春节期间，笔者收到四川成都环球

中心一家已成立 3 年的艺术机构负责人

发来的新春问候短信：“去年不堪回首，

销售数字惨不忍睹，但幸好，那颗爱艺

术的心还没死。祝新春快乐！”成都艺

术品市场的老字号诗婢家，其公司董事

长柏优坦言，去年成都艺术机构的日子

难过，绝大多数是“赔本赚吆喝”。

根据 99 艺术网提供的 2015 年 8 月

出 炉 的《2014 四 川 艺 术 品 市 场 年 度 报

告》（四川省文化厅市场处主编），2014

年，四川艺术品拍卖市场涨幅很大，拍

卖 全 年 成 交 额 6.78 亿 元 ，较 之 前 增 长

137%，全省共有 73家当年比较活跃的画

廊。由于 2015 年度的市场报告尚未公

布，画廊、艺术机构的实际经营状况因为

各种原因又难以获取，目前尚没有具体

的数据可供查阅，但 99 艺术网相关负责

人表示，2015 年四川艺术品拍卖成交额

下滑巨大，艺术机构的日子很不好过。

去年成都本土商业艺术机构日子

究竟难过在哪里？通过对近 30 家艺术

机构的实地调查，笔者了解到成都本土

商业艺术机构生存状态的几个基本特

点：去年成都本土商业性艺术机构的经

营状态普遍堪忧，综合盈利的艺术机构

凤毛麟角，且几乎都是靠艺术辅业维持

艺术品的核心销售板块。至于艺术品

销售的下滑程度，从调查和了解的情况

来看，承认下滑超过五成以上的商业艺

术机构占到 90%，其中，倒闭和歇业的艺

术机构超过 3家。

销售吃紧，艺术机构多是赚吆喝

在成都本土当代艺术领域颇受关

注的千高原艺术机构和其他成都艺术

机构一样，去年过得并不顺心。在其负

责人刘杰看来，去年成都本土商业性艺

术机构肯定亏损，“画廊这个行业赚钱

好难。”刘杰坦言，千高原 2015 年也只是

赚吆喝，虽然比 2014 年更活跃，但盈利

几乎不可能。他认为，在盈利困难的时

候，要出品更好的项目，传播更好的艺

术，增加大家对优秀艺术的认知。“再就

是要‘熬’。艺术本来就不是一个赚快

钱的行业。对真正的严肃艺术来说，这

是一个可控的档口。相反那些持投机

态度的人，他们会唱衰这个行业。其实

国内非常专业的艺术平台、博览会等，

去年的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去年 6 月

我去巴塞尔艺展，情况比往年还要好。”

从 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怀古

堂美术馆共举办展览 20 场左右，去年初

“寿终正寝”。一位不愿具名的怀古堂

美术馆前工作人员直言，美术馆开馆时

声势较大，主要走高端路线，受众面较

窄。地段好，房租贵，装修及硬件设施

档次较高，运营成本过大。“加上艺术品

市场整体不好，销售吃紧，展览也多以

公益性为主，光靠展览难以支撑发展。”

他表示。

在成都，和怀古堂命运相近的还有

一家名为“知白”的美术馆。此外，还不

乏因为房租问题换场地的艺术机构，比

如在圈内一直颇为活跃的宽云美术馆，

因为续租的租金偏高，宽云去年搬了

家。艺术机构业绩下滑也直接影响到了

艺术家，多位青年艺术家在谈到去年的

收入时摇头，一位年轻女画家直言去年

是靠着好友的支持，才勉强维持创作。

市场“僵持”需“思变”

在成都艺术圈“存在感”相当高的

吴永强，身兼艺术批评家、川大艺术学

院博导、域上和美艺术馆馆长等多重身

份。2015 年，他参加了众多艺展的开幕

活动。在他看来，去年艺术活动很多，

但效益差，从销售这个角度来讲，去年

成都本土艺术市场“开花的多，结果的

少”，销售额比较惨淡。

“活动多一方面是为了宣传，赚吆

喝，一方面也是艺术家或者艺术机构希

望在低迷的情况下保持向上的劲头。

去年整个艺术品市场的疲软已经是不

争的事实。”吴永强用了“僵持”这个词

来形容去年的成都艺术品市场，“整整

一年，成都艺术家的作品流通性很差，

除个别艺术家的作品流通到省外、国

外，大部分作品在川内流通。”吴永强也

提到，去年很多藏家手上的钱不到位，

虽然对心仪的艺术品表示出了收藏意

愿，但一般都是“作品我先订，但交割再

等等”。

作为 2015 年 4 月 18 日开张的一家

私人艺术机构，身处成都环球中心的大

观艺术馆起点不低，馆长晏璧说去年是

自己过得最纠结的一年。“做艺术馆太

累了，经营情况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晏

璧提到的预期是想用艺术馆配套服务

来养艺术馆主业，即艺术品展陈与销

售，但去年做的几次个展反而在经济上

支撑了配套的高支出。

“做的欧洲艺术展、丁红卫等三四

个展览，还包括另外两场展览的场租收

入，挣了七八十万元，可最后算下来还

是个亏字，服务这块成本太高。”由于场

地是当初买下的，省下了房租这块最

大的成本，但服务人员和茶坊等各项

开 支 仍 高 达 每 年 上 百 万 元 。 晏 璧 坦

言：“做艺术馆不能拿情怀当饭吃，去年

一年我的核心关键词就是‘投投投’，但

很纠结。”据她透露，今年将会对艺术

馆的经营思路进行调整，削减部分服

务类的开支，重点做几个有市场潜力

的艺术家个展。

路在何方？新业务还有增长空间

行业里保持乐观的人当然有。作

为一家百年老店，成都老牌艺术机构诗

婢家去年遭受的下滑冲击很大。柏优

称，2015 年充满了变革与挑战，堪称“汗

流浃背”。

“按照全国艺术品行业的数据分析

报告，2015 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

总额为 506 亿 元 ，比 2014 年 下 降 20%，

在行业整体下滑的背景之下，成都各

大艺术机构的经营数据都呈现出不同

程度的下滑，诗婢家 2015 年的经营数

据较之 2014 年下滑 20%，跟同行相比，

不论是降幅比例，还是交易成交率，数

据在行业中不算难看；概括起来讲，我

个人认为用‘以守为进，蓄势待发’来

形容目前西南艺术品行业的发展是比

较恰当的。”他认为，虽然“经营数据”

有所下降，但市场的发展不能用数据

指标进行单一评判。以往诗婢家的业

态可大致分为拍卖、画廊、美术馆、文

房用品四大部分，在 2015 年，除了巩固

文房用品的销售、提高展览频次、保证

春秋两拍的质量与成交率，他们还开

拓 了“ 诗 婢 家 艺 创 ”这 一 新 的 业 务 板

块。“自身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在行

业中整合资源共同发展也是 2015 年我

们的发展重点。”

二酉山房艺术机构总经理蒲礼也

表示，2015 年国内艺术品行业增长乏

力，但他们发现，过去一年，除了继续努

力推广签约艺术家有一定收获外，对业

务结构进行调整，拓展了书画培训、文

化沙龙等业务，“这些业务收入还有较

大增长空间，我们对未来几年的发展仍

持乐观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成都环球中

心一家新晋艺术机构优芮艺界在 2015

年表现颇为亮眼。该机构负责人林野

是著名艺术家林跃的女儿，高起点和灵

活多变的办展，充分整合行业资源的优

势，在去年为优芮艺界的经营贡献巨

大，曹卫国等几个青年艺术家的个展和

艺术培训也都取得了不错的经营效益，

令业内关注。

成都多家商业艺术机构2015年遭遇经营困难

在市场困局中思变求新
谢礼恒

在日前于山东潍坊举行的“2016 中

国艺术金融年会”上，一份《中国艺术金

融发展年度研究报告（2015）》的发布引

起了业界的关注。业界人士普遍认为，

肇始于互联网的金融风暴正在持续发

酵，不仅改变着传统金融模式，同时也

对文化艺术产业的诸多方面产生实质

性影响。而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艺

术品金融已经被这一效应所波及，开始

崭露头角。那么，当艺术品市场遇上互

联网金融，该如何迎风而上？

艺术品金融化有待突破

“艺术品市场需要两个‘翅膀’，一

个是艺术金融，一个是艺术电商。站在

互联网和金融这两个风口上，去年有不

少行业已经展翅高飞，而艺术品拍卖业

却在徘徊探索。”春节前夕，北京保利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赵旭与中国

当代艺术品收藏家、经纪人李苏桥，就

2016 艺术品市场的挑战与机遇展开了

讨论。

几年前，艺术品金融是个比较热门

的话题，但现在有些尴尬，很多盛极一

时的艺术金融产品偃旗息鼓。究其原

因，李苏桥认为，艺术品市场本身盈利

能力太弱，导致把艺术品当金融产品的

一些机构服从资本的要求，靠发行债

券、股票甚至是高利贷获得高利润。高

回报和短周期的不合理，导致中国艺术

品金融化畸形。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

品金融本身是不可取的。“国内艺术品

金融产品为什么很滥？因为我们按照

金融要求做艺术品，而不是按照艺术品

的市场周期做艺术品。”李苏桥表示。

“艺术品拍卖行业最大的困顿就是

缺乏金融产品、缺乏流动资金，艺术金

融会给艺术品交易提供充足的流动资

金，使艺术品交易变得完整和健康。”

赵旭表示，金融会给艺术品的交易提

供广阔的流动资金，使传统的运营模

式扩大化。

互联网带来新机遇

互联网正在改变许多行业生态，能

不能给艺术品市场打一剂强心针？赵

旭坦言，最初并不特别看好网络交易，

“网络拍卖做的是平台，就像拍卖公司

也是做平台，拍场的客人比较传统，不

会在网上拍。”但出乎意料的是，去年秋

拍，很多东西是在网上成交，特别是信

札，100 多件，全部由网络买家买走，网

上成交额达几百万元。“网络拍卖是一

个趋势。”赵旭预测，2016 年互联网将有

非常大的爆发空间。在他看来，2016 年

做艺术品电商和艺术品金融的公司会

非常值钱，“这种运营模式比标准化的

运营模式、交易模式要难很多倍，风险

大很多倍。但艺术品市场缺互联网、缺

金融，它是一个待开发的处女地。”

“艺术电商的快速发展及其规模的

不断拓展，使人们对互联网艺术金融的

发展有了更多的期待。实际上，我们在

艺术电商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需要金

融服务的介入。”在艺术品领域专家西

沐看来，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艺术电

商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预见互联网艺

术金融的发展前景。艺术电商的发展

必然会带动互联网艺术金融服务的快

速大力推动。“所以，艺术电商是互联网

艺术金融发展的机会，或者说互联网艺

术金融服务会成就艺术电商的发展。”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艺术与互联

网金融的联姻，一方面能破解文化产业

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难问题，协助资本进

入艺术品领域，带动艺术金融化，催生

市场繁荣。另一方面，二者结合更是对

互联网金融的有效补充和有力激发。

然而，由于互联网金融的行业特殊性，

融资主体的信用问题、风险管控问题等

方面都存在不足，相应的法规与政策缺

位较多，体制监督尚未到位，导致行业

健康发展始终受限，屡遭市场怀疑。

有专家坦言，中国互联网艺术金融

的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因为艺术电商

的发展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忙于在互

联网平台上打通一、二级市场，对金融

服务的需求还没有被关注、没有深度的

挖掘。在他看来，信用管理、风险识别

与监管、数据服务、客户管理及平台支

撑将成为互联网艺术金融发展的五个

关键点。

当艺术品市场遇上互联网金融
本报记者 蔡 萌

私人美术馆成艺术品投资新战场——

近日，雅昌网携手一家收藏研究机构共同发布了《私人美术馆调研报

告》，对世界各地的私人美术馆进行专业调研。在以详实的数据和访谈勾

勒全球私人美术馆现状的同时，也向人们表明：私人美术馆已经成为富豪

累积文化资本的“新战场”。如今，建一座私人美术馆，让观众免费入场参

观艺术品，是留名青史的最佳方式。

调研报告显示，全球共有 317 个私人创建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按私

人美术馆数量排名，韩国拥有最多数量的当代私人美术馆（45个），紧随其

后的是美国（43个）、德国（42个）、中国（26个）和意大利（19个）。韩国首

尔也因拥有 13个私人美术馆而成为全世界私人美术馆最多的城市；中国

北京和德国柏林并列第二，这两个城市都有 9家私人美术馆。欧洲拥有全

球 45%的私人美术馆，在各大洲中位居第一；亚洲拥有全球 33%的私人美

术馆，位列第二；北美洲位居第三，只占据 15%的份额。有占全数 1/5的私

人美术馆是在近 5 年内创办的。在亚洲国家，71%的私人美术馆创建于

2000年以后。

此外，从地区层面来看，中国有很多私人美术馆年营业额预算超过 500

万美元。相比之下，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许多私人美术馆的年营业额预

算通常在10万美元以下。 （来源：雅昌艺术网）

北京古玩藏品市场现关门潮——

由于大经济环境不乐观，北京的不少文玩古玩市场出现了关门潮。人

去屋空不止在春节期间，很多商户表示节后并不愿意重拾旧业。关门潮源

于收藏热的降温，玉石翡翠、黄龙玉、菩提子等门类的文玩收藏品在价格步

入巅峰后开始下降，市场也出现萎缩。

“如果经济形势一直不好，市场也不会好起来，我也会考虑先猫个冬。”

在十里河古玩城内经营木质手串的李先生节前提前回家，将商铺防盗门上

了锁。2015年，他的这家店虽然客流量尚可，周末也不乏人问津，但来看的

人多，真正出手的人少。他所在的市场里，考虑节后猫冬的商户并不在少

数，年底大家聊起一年的经营收获，有的平平，有的则很是惨淡。以往几

年，市场内找对了热点，创造了财富神话的商户总有那么几个，而近两年，

文玩商户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同样的不景气也在琉璃厂、古玩城等市场出

现。看起来市场也算热闹，但仅仅是看起来而已，肯出手的人已经大不如

前，考虑转型的商户则比比皆是。 （来源：《北京晚报》）

大都会去年为纽约创9.46亿美元旅游收入——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纽约的著名旅游景点之一，2015年它为纽约

制造了9.46亿美元的收入。日前，该博物馆的市场调研部门通过研究得出了这

一数据。研究表明，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于去年夏天3个人气爆棚的展览——

“中国：镜花水月”“皮耶尔·修贺：屋顶花园装置展”“萨金特：艺术家与朋友

的肖像画”。这笔金额占据了 2015年外地游客在纽约总花费 54.1亿美元

中的一大块。研究还发现，纽约市、州因为游客游览博物馆而获得直接税

款受益达9460万美元。

根据研究调查，54%的受访者表示大都会是“到访纽约的主要因素”之

一。在 0至 10的打分系统当中，54%的受访者给出了 8分以上的高分，称大

都会是让他们决定访问纽约的重要原因。这些号称来纽约主要动因是大

都会博物馆的人们，实际的总支出数字足有5.11亿美元。而将参观特定展

览作为纽约之行主要目的的人们，总共消费了3.41亿美元。（来源：Artnet）

（蔡 萌 编辑整理）

提起非洲艺术，人们总是第一

时间想到在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艺术

发端之时，以马蒂斯、毕加索、塞尚

和高更等为代表的现代艺术家们在

非洲原始雕刻和非洲传统文化影响

下的创作，是如何直接推动了现代主

义的诞生和发展的。以马蒂斯为代

表的野兽派直接得益于非洲和大洋

洲雕刻的原始魅力，而毕加索立体主

义的里程碑杰作《亚威农少女》，同样

直接受到非洲传统艺术的启发。

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范围内

的画廊、美术馆和收藏家们一致承

认非洲传统艺术的审美价值。事实

上，对于非洲来说，当代艺术上任何

的意图、目的和动力都会无意识地朝

着折中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和非洲大

陆曾经被奴役和殖民的悲惨经历紧

密相关。当前非洲的艺术正是一个

文化的大熔炉，其中交织着复杂的过

去、当下的现实和未来的期望。这样

说来，非洲当代艺术正是非洲大陆充

满创伤的编年史的见证。

非洲当代的艺术家们通常不属

于任何艺术运动或者已有的流派。

他们以各种各样自发的方法，正式或

者非正式地对非洲本土土著文化和

普遍意义的美学进行独立研究。和

其他地区的艺术家不同的是，当代非

洲的艺术家们普遍具有十分开放的

态度，似乎随时准备接受外来的信

息、风格或者是新技术，但实际上那

些最优秀的艺术家往往保持着创作

过程的绝对独立：他们试图通过艺术

实验和研究，通过情感和智力的结

合，打破非洲文化停滞的桎梏。

相对于更为发达的欧亚大陆或

者美洲，非洲艺术家的成长似乎更加

坎坷。他们接受艺术教育的方式多

种多样：很大一批在非洲活跃的艺术

家是自学成才或者是通过师徒相传

的方式来学习艺术，另一部分则在专

业的美术院校中接受了相对正规的

艺术教育。这两种方式下成长的艺

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显示出了明显

的差异，导致作品呈现不同的风貌。

两种在非洲大陆不同的艺术声

音由此产生：一种认为严格的学院

教育是创作优秀艺术品的前提；另

一种则认为学院教育只不过是西方

文化的衍生物，有害无益。艺术家

需 要 什 么 ？ 需 要 的 不 是 那 些 类 似

“原生态”“学院派”或者是“西方化”

的标签，而是以美学为基础的探索

的力量和超越障碍和传统的毅力与

勇气。影响，是终究会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从其

他文化中去借用美学思想在不同时

期、不同社会的艺术发展中都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罗马艺术家对希腊

艺术、立体主义对传统非洲雕塑，以

及法国印象派对日本浮世绘的借鉴

都是很好的例子。非洲当代艺术家

们也正是以同样的好奇心，或者说

是无意识的共鸣，去拥抱着世界当

代艺术界。

当今的非洲大陆，俨然又成为

淘金者的乐园。近年来，非洲当代

艺 术 品 在 国 际 市 场 上 的 爆 炸 式 增

长，让我们似乎看到了 10 年前的中

国。市场上异军突起的表现也许不

能完全代表非洲当代艺术的长足进

步，但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世界对

这 块 古 老 广 袤 的 大 陆 的 认 可 和 关

注。曾经发生了的、正在发生的，都

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去想象非洲艺

术可能到来的多彩明天。

近日，第十三届大连市书“春”

大赛在大连图书馆举行。大赛以

书“春”为主题，参赛者可从楷书、

篆书、隶书、行书字体中任选一种，

书写一个“春”字和与“春”字有关

的四字成语或诗句，表达“一年之

计在于春”的美好祝愿。图为大连

市 60 名爱好书法的青少年参加书

“春”书法大赛。

新华社发（吕文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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