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4日 星期一

C13-C16
编辑：何彦民 美编：刘莹莹

““亿亿元元””难难成成市市场场晴晴雨雨表表

1 . 8亿、2 . 12亿、1 . 25亿、2 . 3644亿
和曾梵志、无瑕钻石、永乐佛像、成化
碗等关键词充斥了整个十月的艺术
界，人们振奋于高价的产生，似乎艺
术市场已洋溢着回暖的春风。在轰轰
烈烈的背后，今年的质疑炒作之声也
格外“响亮”。“亿元时代”的再次来临
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能够带动中国
艺术品市场的整体涨幅？拍卖会是预
示市场行情的晴雨表？还是艺术与资
本相互吸引的集散地？

视障学生
“观看”十艺节美展

(本报讯) 近日，山东美术馆(新馆)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
展览”现场，迎来了一批来自山东省特教
中专针灸按摩与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学
生，大部分有视力障碍，部分是全盲学
员。为了解决他们的观看问题，山东美术
馆专门安排了高素质的讲解员，带领盲
人学生一张张的“看”画。一张张精彩的
绘画作品通过讲解员的详细讲解，转化
为他们脑海中栩栩如生的画面。而允许
他们触摸雕塑作品，更使得学生获得了
直观的艺术体验。带队老师黄艳华说,因
为视觉障碍，孩子们无法看到这些作品，
却可以通过听觉和触觉来感受艺术的魅
力，体现了山东美术馆对残疾人的关爱
和对公益事业的担当。

山东美术馆馆长徐青峰说：“在美术
馆参观，随意触摸作品的行为是被明令
禁止的，但这次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不但
提供了高水平的展览作品讲解服务，而
且允许孩子们摸部分金属材质的雕塑作
品。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这些盲人孩子
得到直观的审美体验。”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8号亮相鲁银美术馆

（本报讯） 由金穗文化传播公司主
办的“醇·笔墨———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将于8号下午四点在鲁银美术馆隆重举
办。展览将展出沈光伟、李学明、岳海波、
宋丰光等16位画家的160余幅国画作品，精
彩纷呈、风格各异，有注重民族审美和艺
术传承的传统力作，也有新时代画家尝试
探索和创新的艺术精品，学术性和艺术收
藏价值都颇高。据悉，展览将展至11号。

冯聚成山水画作品展
在济南开幕

（本报讯）“山河凝心”——— 冯聚成
山水画作品展4日至8日在济南山东大厦
美术馆展出。本次展出的90余幅山水作品
是画家近年来写生创作的一批力作，笔墨
苍润华滋，画面磅礴大气，展现了画家宽
阔的艺术胸怀及传递正能量的价值取向。

冯聚成，现为中国美协会员、山东省
美协理事、青州市美协主席。

卢晓峰中国人物画
全国巡回展在淄博开展

(本报讯) “暮秋读画——— 卢晓峰中
国人物画全国巡回展”2日在淄博市齐鲁
美术馆开幕。此展是该馆的开馆展，也是
卢晓峰全国巡回展中的淄博站，共展出了
卢晓峰作品60余幅。传统与现代相融，学
术探索与雅俗共赏同堂汇聚，展现出了丰
富动人的别样景致。据悉，此展上海站将
于16日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开展。

好艺术
永远会有好行情

苏富比拍场的四件亿元

拍品，惹得业界一阵唏嘘。也

许“亿元”和“春天”来的太不

容易，媒体和藏家的反应稍稍

“过热”。事实上，自2009年以

来，无论是艺术市场冷如寒

冰，还是收藏时代资本充盈，

天价拍品一直存在拍场上，从

未缺席。如2011年的中国嘉德

春拍中的中国书画珍品之夜，

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篆书

四言联》便拍了4 . 2 5 5亿的成

绩。此外，3 . 0 8亿的王羲之草

书《平安帖》，1 . 24亿的李可染

的《韶山》，1 . 15亿的唐代古琴

等，这些不断有突破性的艺术

品拍卖成交纪录，都印证了一

个事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

天价拍品，好的艺术品永远会

有好行情，艺术价值的高低也

永远是吸引资本的最直接因

素。

经过近年一些高价拍品

的市场表现，我们也可以发

现：艺术品拍卖价值的高低与

带动艺术品市场涨幅之间没

有必然联系。过亿的拍品不一

定具有其相应的价值，亿元或

许只是个可以轻松触动大众

以及媒体神经的价格节点。而

且，艺术品短时间内呈现百余

倍的涨幅，或者成本与成交相

差不远等市场现象都是不可

持续的，仅仅依靠几个亿元单

品和少数人实现利润的现象

来定论市场走向也是不正常

的。相反，平民化、大众化、小

额成交化和快速流通化的艺

术品市场，才是焕发活力和可

持续力的迹象。

喊价易，付款难，
面对亿元别高兴太早

屏蔽掉业界对于亿元拍品
的呼声，天价背后的质疑之声也
一浪高过一浪。总结各种发声，
无非四点：成化碗被疑赝品，回
流文物钻了国外专家鉴定的空
子；永乐佛像拍出2亿高价令人
瞠目结舌；《最后的晚餐》人为操
作痕迹明显，话题和噱头引领了

资本；西方藏家将要抛弃中国当

代艺术，艺术市场也许5年时间

都看不到回暖迹象。其实这些呼

声和质疑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则

是我们拿着落槌价的数据奔走

相告时，恰恰忽略了中国拍卖行

历来都存在着喊价易，付款难这

一现实。

据2012年统计，拍卖价1000

万以上的书画作品，超过48 . 2%

没有最终付款，迟付拒付、虚假

成交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品交易

领域普遍存在的顽疾。买家除

了因为流动资金不足，资金周

转困难的情况外，各种拒付借

口也五花八门，如：举牌后嫌弃

价格太高，悔青了肠子；暂时没
找到下家接手等。即使拍卖行
推出了“君子协议”，也对这些

“老赖们”约束不大。因此，拍卖
会上的高价和亿元很可能只是
喊出来的空头支票，买家、藏家
都不要高兴太早。

艺术品
价值、价格难对等

收藏大鳄刘益谦曾经说过，
股票可以买便宜的，但艺术品不
可以，藏家不可能像买股票一样
买进一大堆艺术品，而只能选择
多数行家认为最好、最对、最贵
的作品。这无疑是他几十年来纵
横拍场的经验之谈。但对于那些
初出茅庐的收藏“新贵们”们来
说，“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是他
们的普遍心理。新进藏家似乎是
艺术品收藏界的“土豪”，他们多
依赖于外界的道听途说，缺乏对
艺术品的判断力，也没有形成从
画廊去采购艺术品的习惯，仿佛
唯有在拍卖会中卯足了劲儿举
牌，砸钱购买，才能显示出自己
的身份高低。这不仅扰乱了市场
对作品价格的客观预期，更对正
常艺术投资带来了恶劣影响，艺
术品市场“火热”的背后尽是“水
深”、“水浊”的现象。

当然，拍场上也有很多价
值、价格对等的拍品，如齐白石
的《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和

《花鸟四屏》。前者尺寸巨幅，气
势宏伟，篆书端庄，文意极佳，是
齐白石的绝世精品。后者尺幅较
小，却是齐白石锐意变法，师法
造化的结晶。一人手笔，价格相
差甚远，却是众望所归。

艺术市场
越是热闹，越要当心

艺术品投资不是“滚水里煮
饺子——— 越热越好”，投资艺术
品收藏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的“学
问”，越是热闹，越要当心。初次
涉水的投资者别总幻想着一夜
暴富。当下艺术品市场尚不规
范，风险意识永远要放在第一
位。其次要心态平和，慎之又慎，
也许你高价购买的艺术作品，明
日便被市场视如草芥。不盲目追
逐名家名作，收藏有潜力的中青
年画家作品也是不错的选择。总
之，艺术品永远是费时、费力，长
线投资才会最大获益，所以那些
只会花钱买进，却没有时间精力
对艺术品及市场深入研究的“土
豪”们，唯有远远地旁观者拾些
热闹了！ （贾佳）

□业界

▲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匡庐图”灯笼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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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拍卖走高背后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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