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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艺术品拍卖市场展望

吹尽狂沙始到金
本报记者 张向阳

去年国内秋拍较春拍呈现出明
显“缩水”态势，让艺术品市场多少
显露出一丝丝疲态。展望2012年，国
内艺术品市场成交下滑趋势或将延
续。然而业界认为，艺术品拍卖市场
目前已进入理性调整阶段，藏家们
也渐趋理性和成熟，对于存在着大
量泡沫的市场来说，这未必不是个
好消息，可谓“吹尽狂沙始到金”。

秋拍凉意袭人

不是“寒流”是调整

进入秋拍季节，数据显示，不论
是香港苏富比、香港佳士得，还是北
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
匡时等知名拍卖公司，都没能再续
春拍的辉煌。就目前这些现象来看，
外因是受到全球经济遇冷的拖累所
产生的波动；内因是艺术品市场自
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盘整”。从近
10年的艺术品市场发展历程来看，
基本上是每隔两年左右调整一次。
艺术品市场从2009年初重新升温，
到2010年-2011年上半年市场的急
速上涨，再到2011年秋市场降温。照
此规律来看，2012年艺术品市场出
现调整有可能成为必然。

亿元时代难延续

不再盲目追高

业内分析，去年秋拍有两大特
点：第一，很多拍卖行成交额与成交
率双双回落;第二，藏家趋于理性，
盲目下注的“门外汉”渐少，这反映
在一些名人作品也出现了流拍。

如11月13日晚，嘉德“大观———
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专场，38件近现
代书画作品成交28件。其中，齐白石
盛期精品《山水册》以1 . 94亿元成
交，并未能承接齐白石作品在春拍
中的辉煌。徐悲鸿作品《双骏》，张大
千作品《东丹王人马图》、《胜鞓红》，
傅抱石作品《松菊思余》，齐白石作
品《柏屋图》、《清风君子》等此前被
业界寄予厚望的画作相继流拍。在

“望山堂藏画”专场，上拍的两幅齐
白石作品均流拍，张大千的作品则
13幅上拍、5幅流拍。

业内人士认为，在2012年的艺术
品市场上，经历“天价”追逐后，中国
艺术品市场渐进理性成长阶段，藏家

们不会盲目追高。2012年行情将今非
昔比，亿元拍品大量出现的行情难延
续。许多新买家开始理性地进行投
资，以往那种试图沾上名人气就能拍
出天价的营销策略，已经过时了。

精品才是王道

“掐尖”造就天价

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
西沐曾对媒体表示，“对中国艺术品
拍卖而言，精品推动拍卖市场升温
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进程，我们愿意
将这种追高艺术精品的现象看作是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种价值发现过
程。”在西沐看来，去年中国艺术品
拍卖市场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大
量资本的介入过程中，高价拍品受
到追捧，被业界称为“掐尖”，掐资源
稀少的“尖”，这就必然造成少量拍
品价格的大幅上升，于是“亿元”拍
品大量涌现。华艺国际(原广州嘉
德)副总裁许习文认为，亿元拍品再
出现的确有阻力，主要是因为很难
判断具有亿元价值的作品是否能在
2012年露面。

相比此前的以量取胜，2012年
“去伪存真”与“比拼精品”才是各大
拍卖公司的取胜之道。业内人士认
为，艺术品市场需要一个从以量取
胜到以精取胜的变革。

中国书画由于存世量大，一直是
市场交易的主体，也是市场在不稳定
时期人们保守求稳的首选。雅昌市场
监测中心数据也显示，2011年秋拍受
经济环境的影响，书画跌幅最小，“国
画400成分指数”跌幅仅为4%。近现代
书画精品是近几年市场追捧的最大
热点，虽然市场调整来临，但目前还
没有新兴板块可以替代近现代书画
的市场地位。

2011年秋拍中，近现代书画虽然
屡创天价，但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2012年中国近现代书画也面临很大
的压力，精品征集是其一个方面，此
外近现代书画将更趋向多元化发展。
古代书画一向被称为艺术品市场“硬
通货”，2012年的艺术品市场，只要有
重要作品上拍，整个板块的表现就会
令人满意。中国当代书画在2011年秋
拍中市场行情抬升较快，相比古书画
还有很大上涨空间，从市场长远来
看，当代书画必然走高。

油画及当代艺术板块，传统写实
仍是关注的重点，当代艺术虽在秋拍
中大幅缩水，但名家早期作品仍受关
注。

杂项文玩两极分化
瓷杂板块整体遇冷，古典家具势

头下调。2011年秋拍瓷杂总成交额为
85 . 29亿元，比春拍减少31 . 31亿元，成
交率历年最低仅为37%，预计2012年
古代瓷器板块将回归理性。2011年秋
拍瓷器市场中，精品高价与一般拍品
两极分化严重。明永乐“青花如意垂
肩折枝花果纹梅瓶”以1 . 38亿元人民
币高价成交，刷新明代瓷器拍卖世界
纪录；清乾隆六十年“白玉御题诗‘太
上皇帝’圆玺”在北京保利以1 . 61亿
元人民币成交，刷新御制玉玺和白玉
拍卖世界纪录。然而自香港苏富比

“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专场”开始，国内
瓷器专场均以大面积流拍而告终。

古典家具遇冷：在中国嘉德2011

年秋拍“明清古典家具”夜场，意外出
现紫檀家具专场流拍率66%，黄花梨
家具专场的流拍率55%的现象，而其
他拍卖公司只象征性上拍少量几件
拍品，明清家具遭遇冷场。而在前年
秋拍时，中国嘉德连续两场黄花梨家
具拍卖中，成交率均为100%。

犀角类拍品秋拍受关注：古天一
拍卖公司在本次秋拍中成绩逆势上
扬，240件拍品总成交额为1 . 053亿元，
而功劳要归结于田黄、犀角、象牙、竹
雕等拍品，其中犀角类拍品的成交率
更是高达100%。然而有消息称，日前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专门作出了“属于
国家禁止贸易的物品，不得作为拍卖
标的”的规定，禁止公开销售象牙、犀
角等制品。有文物行家表示，象牙和
犀角的市场成交情况，未来数年很可
能不会有起色。

大师级紫砂壶有潜力：北京保利
推出的顾景舟提璧组壶(共11件)就拍
出1782 . 5万元，刷新了世界纪录。中
国嘉德2011年秋拍推出“近现代紫砂
臻品”专场，成交额为7042万元，成交
率达88%。北京匡时秋拍推出两个紫
砂专场，也取得不错成绩。

古琴升值空间大
在中国嘉德春拍上，唐代“大圣遗

音”古琴以1 . 15亿元成交。北京保利秋
拍，北宋徽宗御制“松石间意”琴，以
1 . 3664亿元成交，创造了世界乐器拍卖
纪录。截至目前，除两件过亿古琴和1

件5000万元以上古琴外，1000万-5000万
元之间的古琴共有7件。因为其稀缺
性，古琴价值仍在上升通道中。

奢侈品或成新势力
业内分析，珠宝、腕表、翡翠等高

端工艺品有可能崭露头角。由于其他
门类都已经是拍场的老面孔，且当下
拍场中新买家加入情况良好，珠宝等
板块具有奢侈品的性质，且鉴定容
易，估价透明，更容易吸引新买家的
目光。

格热点展望

中国书画仍是主力

▲吴冠中《长江万里图》 ▲乾隆“太上皇帝”圆玺

齐白石《松柏高立图》 4 .255亿
王蒙《稚川移居图》4 .025亿
北宋《子母猴图》3 .62亿
徐悲鸿《九州无事乐耕耘》2 . 668

亿
傅抱石《毛主席诗意八开册》2 . 3

亿
明宣德青花扁瓶2 .24亿

《乾隆大阅图》之《行阵》2 .037亿
陈皋《蕃骑弄箫图》1 .84亿
唐寅《仿李唐山水》1 .72亿
任伯年《华祝三多图》1 .6675亿
齐白石《山水册》1 .94亿
乾隆“太上皇帝”圆玺1 .61亿
张大千《嘉藕图》1 .58亿
吴冠中《长江万里图》1 .495亿

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
纹梅瓶1 .383012亿

北宋徽宗御制“松石间意”琴
1 .3664亿

王翚《唐人诗意图》1 .265亿
王时敏《仿各家山水册页》

1 .2075亿
齐白石《百虾图》拍出1 .2亿
粉彩锦上添花纹瓶1 .18亿
唐代“大圣遗音”古琴1 .15亿
乾隆玉玺1 .14亿
吴冠中《狮子林》1 .15亿
常玉《五裸女》1 .07亿
崔如琢《盛世荷风》 1 .01069亿
《崇真万寿宫瑞鹤诗唱和卷》

1 .01亿

2011年亿元拍品榜
(人民币 元)

▲常玉《五裸女》

▲《九州无事乐耕耘》

▲明宣德青花扁瓶2 . 24亿元

▲唐代“大圣遗音”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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