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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艺术品市场前瞻

抄抄底底青青年年潜潜力力股股成成新新趋趋势势

山东美术馆

春节开门办展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通讯
员 于霞 崔文涛） 春节期间，山
东美术馆安排了四场高品质展览迎
新贺岁，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捧。农
历新年是团圆和相聚的节日，劳碌
奔波了一年，难得聚在一起的亲朋
好友们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地来到
山东美术馆看美展、品咖啡、过大
年，惬意地享用这份别具一格的新
春文化大餐。

大年初一下午1点，山东美术馆
正式开馆，市民李先生一家七口走
进了山东美术馆。“在外地工作的兄
弟一家回来过年，听说春节期间省
美术馆照常开放，还专门准备了精
彩的展览，所以就全家出动过来看
看，享受一下生活。”李先生说。

大年初三，市民张先生带着自
己和堂兄弟家的三个孩子来看展
览。他说：“以前春节期间的休闲娱
乐比较单调，就是在家看看电视，亲
朋好友一起吃顿饭。今年从报纸上
看到美术馆有几场不错的展览，尤
其是有山东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
展，觉得有必要带孩子们来看看。一
来早就听说省美术馆是‘文化休闲’
的好去处，配套设施非常完善，孩子
们不会觉得枯燥。二来我觉得山东
美术馆的文化艺术氛围非常浓厚，
带孩子们来能得到好的熏陶，提升
他们的精神境界。”

大年初六，山东省武警总队机
动大队的百余名轮休官兵来到山东
美术馆享用“春节艺术大餐”。面对
美术馆职工热情周到的服务，武警
官兵纷纷“点赞”。陈大队长说：“武
警官兵担负着保卫城市安全，让市
民度过温馨美好春节的重任，可以
说一直高度紧张，这次美术馆邀请
轮休官兵来看展览，既让我们得到
了放松，同时也提高了审美眼界。”

传统书画依然

占据半壁江山

根据雅昌市场监测中心数
据，2013年春拍的前十名中传
统书画占据七席，其中张大千
一人作品占据三席。从总体成
交额来看，2013年传统书画虽
没有创造单一作品新的市场拍
卖纪录，但总体成交表现相较
2012年已经大幅回暖。综观2013
年拍卖情况，高价拍品减少、价
格回落，中低等价位拍品受青
睐，中国书画的表现可以说是
稳中有升，在艺术品市场上起
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记者采访多位拍卖公司负
责人，也均得到这样的信号：
2014年，传统书画依然是中国
艺术品市场的主流。绘画和书
法作为主流艺术品中最重要的
投资品种，不盲目跟风，不迷信
所谓“名人”，收藏家只要坚持
艺术的“审美”观念，就会逐步
收藏到品质好，具有很大回报
空间的艺术作品。

文玩杂项走势好

当代瓷器受青睐

把艺术品作为一种单纯
的投资无可厚非，但作为收藏
者更应以“文”为本，对先人留
给我们的艺术珍品深入研究，
享受其带给我们的具象和精
神美感。

在2014年，除了书画大项
之外，铜器、文玩杂项也将有较
好走势。一直以来佛像收藏是
升温的状态，现如今，“佛道”

“香道”复古盛行，引发了继2010
年底王世襄收藏铜香炉专拍之
后又一波收藏古代铜炉、沉香
和香具之热潮。

从2013年春拍秋拍市场
来看，古瓷已无往日风光，而
当代瓷却在日渐崛起。

近两年来，国内现、当代陶
瓷艺术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且

量增价升的过程，各种利好的
消息，使得现、当代陶瓷艺术迅
速被市场认可。因此一些“大师
瓷”和“限量版”的精品陶瓷纷
纷跨入“百万级别”，尤其是有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
号的大师们的作品，成交最高
价甚至突破了千万元大关。
2011年已故中国陶瓷美术大
师王步的《青花灵禽春夏秋冬
四屏》，以2700万元成交价刷
新景德镇陶瓷拍卖纪录。

当代艺术冷热不均

青年艺术家成亮点

在当代板块方面，市场追
捧的热点有所转移，蔡国强、
徐冰等在国际艺坛受到认可
的艺术家作品受到更多关注，
拍场竞争激烈。而前几年被市
场高度关注的张晓刚、方力
钧、周春芽等人的作品在2013
年春拍的油画专场中并不常
见，即使有上拍也都陷入了流
拍的惨状。流拍的当代作品有
一个共性，就是拍品估价依然
是在2010年和2011年高点的
基础上适度回调，而买家很难
接受把高峰期的成交价格当
作目前成交价格的基准，因此
造成了较高的流标率。

不过，从2013年当代艺术
板块在市场的表现还可以看
出，有一个亮点是当代青年艺
术家表现相对突出，虽然多数
均在中低价运行，但其中也不
乏百万元以上的拍品。备受关
注的青年艺术家贾蔼力的作
品《无题》207万元成交，位居
青年艺术家拍卖榜单的首位，
周松的《青春》成交价为126 . 5
万元。

业内人士表示，青年艺术
家作品成交频频突破百万元
大关，标志着市场购买力向80
后、90后倾斜的力度有所加强，
年轻艺术家可谓“潜力股”，所
以，2014年“抄底青年艺术家”或

许成为一种新趋势。

写实油画受众坚实

大家作品宝刀未老

中国收藏界一直以来对写
实油画较为青睐，因此，写实油
画在拍卖市场上有着广大而坚
实的受众基础。2013年春拍出
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买
方市场一反前几年争抢高价作
品和明星艺术家的常态，而对
那些美术史上的经典油画代表
作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从油画
及当代艺术成交额前10位可以
看出，林风眠、吴作人、常玉、靳
尚谊等大家作品广受市场追
捧，由此看出藏家更加注重所
购拍品的学术价值。其中，靳尚
谊的《髡残》以3910万元的高价
刷新了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
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按前苏联
造型写实主义培养的艺术家的
作品成为超高价市场新的增长
点。

业内人士表示，前两年，
写实油画板块是市场回调期
的“重灾区”，绝大多数艺术家
作品价格均出现了大幅下挫，
部分明星作品几乎销声匿迹，
少量出现的作品也由于市场
买家信心不足或作品质量问
题频遭流拍。而从2013年的艺
术品市场来看，这一市场复苏
迹象明显，艾轩、冷军等当代
写实油画名家作品精品大量
出现，并且基本刷新了作品本
身的拍卖纪录。这说明写实油
画已从前两年最艰难的时期
走了过来。2014年写实油画板
块有望延续2013年的势头，成
为第一个逆转行情的板块。

当代水墨蓄势待发

很多关注艺术品收藏的人
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当代
水墨的展览数量和活跃程度在
2013年大为增加，从北京、上海
到广州、香港，当代水墨展频繁

出现在各级别的展览场馆内，
并快速成为市场的宠儿。

不过，目前当代水墨还处
于“光打雷不下雨”的炒概念阶
段，由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经历
过当代艺术泡沫破裂的阵痛，
大量藏家面对当代水墨呈现出
了“众人围观不打猎”的现象。
而当代水墨背后的资本运作面
对叫好不叫座的局面也显得有
心无力，因此当代水墨至今距
离突破性的进展还有距离。但
长远来看，当代水墨一旦出现
几个标志性艺术家，必然会吸
引国内外大量资金流入，从而
在艺术市场上真正形成一个板
块，市场潜力不容小觑。

市场将稳中有升

虽然2013年受经济影响市
场有所调整，但从香港苏富比、
佳士得、中国嘉德两季大拍的
成交额来看，持有雄厚资金的
艺术品基金、大收藏家和富豪
们对高端艺术品仍充满强烈的
购买欲望，这对稳定艺术品市
场大盘起到兴奋剂的作用。因
此，可以想见2014年的中国艺
术品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市场
较平稳，人们的投资收藏趋于
更理性。

历年来艺术品市场都是
市场经济的晴雨表，2014年，
书画仍是市场的主流，瓷器、
杂项、玉器起伏不大，高端的
收藏家钟爱一些如天珠、沉
香、青铜器等较为冷门的品
种。

随着近几年我国经济的
腾飞，艺术品市场也越来越活
跃，按照艺术品市场规律，下
一轮牛市出现的时间应该是
两年之内。如果保守估计，这
个行情最慢到2014年底也应
该启动了。因此建议广大投资
者提前布局，准备迎接牛市的
到来。选择处于价值洼地的古
代艺术精品作为投资对象，升
值的空间会更大。

国际艺术品市场发展规律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就会出现收藏趋向；当人均
GDP达到5000美元至8000美元，艺术品收藏会出现快速增长期。而中国人均GDP在2010年已经达到
5000美元，按照中国GDP年均增长10%计算，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即将步入快速增长期，具有巨大的增
长潜力。2013年是我国艺术品市场的调整年，市场回调清理了市场泡沫，也带来了阵痛。2014年，艺术
品市场将会有怎样的走向？

▲王步的《青花
灵禽春夏秋冬四屏》。

赵无极1958年
作《抽象》。

靳尚谊的《髡
残》拍出3910万元的
高价。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周松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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