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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真 /

! ! ! !今年 !月 "日，英国街头涂鸦艺术家班克
斯#$%&'()*于 "++,年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期
间在一辆货车车厢表面创作的巨型涂鸦作品
《沉默的大多数 -./01&2 3%456/2)7》在巴黎 8/9%6:

拍卖行以 ;;<=+>英镑（约 !=!!!,美元）售出。
但是，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变了。新的街头

涂鸦画作，在给艺术家带来强烈的艺术体验的
同时，也在社交媒体催生热点话题，进一步提升
名气，画当然就更好卖了。
这种艺术出名的形式，彻底改变了延续百

年的“画廊?拍卖行”的小众炒作模式，一些画廊
老板私下承认震惊地看到街头艺术家借助网络
媒体打出名头，获得关注和销售。言语间流露的
尽是街头艺术通过互联网?爆出的天量交易额，
已经让纽约等地的著名画廊大咖们坐不住了。
著名涂鸦艺术家班克斯-$%&'()7的代理人、画廊
老板史蒂夫·拉扎里迪斯-.21@1 A%B%6/:1(7对《太
阳报》说：“现在，身家亿万的收藏家开始来找我
们，他们将购得的街头艺术作品与他们收藏的
毕加索和伦勃朗的作品摆在一起。”
“互联网?”如何让名不见经传的街头艺术

大出风头？“互联网?”里最容易的当然就是上传
照片、网店购买了；或者朋友圈中竞相点赞，然
后买，这是个体购买行为。本·伊恩-$1& C/&17就
是从用丝印技术复制班克斯的街头画作，以低
廉的价格销售 <D到 >DD幅签名版印制品。乌泽
尔·爱德华（EF G116 C:H%6:）的街头画作通常
一幅画卖 "DD到 "<D张印刷复制品，每张 >DD

英镑。到 >DD,年，班克斯《凯特·摩丝》的 <D幅
丝印画中的一张在拍卖会上已经卖出 +I!万英
镑的价格。“拍卖很好地促进了网上围观、点赞
和销售”，《德国明镜周刊》如是评论。
现在，法国一家创业公司“我的艺术投资

-3) J62 K&@1(2*”则从事街头涂鸦份额认购，可
谓抓住了现代街头艺术全球化、数字化及金融
化的特点，开创了艺术互联网?交易的新模式。
这种模式基于街头涂鸦的复制性，与艺术家展
开磋商；然后，将磋商结果放入互联网进行交
易。比如，一幅涂鸦作品，复制份数为 >DD 份
（一般都不会超过这一数字），网民认购 "DL，
那就是 >D幅。这样的行情如何不让传统的“画
廊?拍卖行”模式产生危机感？

! ! ! !! 街头涂鸦!昔日总是"无名英雄#在

城市中留下的印记! 不过在互联网的帮助

下!这些作品有名自身无名的画家!也逐渐

走进了观众的视线!甚至能够大赚一笔$

英国《M5F6/16（信使）》杂志报道说，康
纳·哈灵顿（M5&56 N%66/&925&）不久前还在跟
都柏林的警察玩着躲猫猫，偷偷在城市的大
街小巷挥洒他的涂鸦艺术。但转眼间，他正
准备着在伦敦办一场大型展览，展示他以
“帝国的衰落”为主题的个人作品。每幅画的
预计售价都将在 !万英镑以上。哈灵顿代表
了新一辈街头艺术家，他们先以涂抹墙壁为
人所知，继而通过互联网公开作品打响名
头，接着靠出售画布画和印刷复制品赚得盆
满钵满。
当然，涂鸦只是这些街头艺术家们艺术

创作的先头部队和番号旗帜。他们依靠互联
网和社交媒体的传播，在某处留下不具名的
涂鸦作品，随着各种社交软件的“互联网?”
传播形式随即获得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街头
艺术家由此建立强大的粉丝群。

现在，随着涂鸦的行情看涨，这一艺术
形式也神奇地由城市风景的破坏者变身成
了美化者，先破而化，化平淡腐朽为靓丽神
奇，再加上街头艺术借助互联网现已成为一
个没有画廊作掮、没有拍卖行鼓噪的大卖
场。《信使》说：“过去一年，街头艺术作品的
交易量达到 >I<亿英镑，市场一致预期今年
这个数字仍将猛增。”该杂志的结语很有意
思：“此前，购买者都是对艺术品不感兴趣，
只是为了家装而出手的买家，现在更多画界
大咖也将街头艺术视为可靠的投资。”

! 就在一二十年前! 就连凯斯%哈林

!"#$%& '()$*+, 和让%米切尔%巴斯奎特

!-#(*./$0&#1 2(345$(%,这样一些大师级人

物! 常常都因涂鸦被警察追得亡命奔逃!如

今他们却成为了时尚人士&追逐#的对象$

回头想想，也就是在一二十年前，街头
艺术家的命运还颇为“坎坷”，即使凯斯·哈林
-O1/2P N%6/&9*和让·米切尔·巴斯奎特-Q1%&R

3/SP10 $%(TF/%2*也曾常常是警局的常客。
凯斯·哈林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曾

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就学。他最早期的作品
是在 "+,D年创作的，带有浓厚的波普艺术
风格，经常犹如某种复杂花纹，各种图案充
满了整个构图，往往没有透视，也没有肌理，
但具有许多象征性的感情，如吠叫的狗、跪
趴着的小人等。在当时的人们眼中，这并不
是美丽的装饰，而是对城市面貌的“污染”，
一度遭到不少人诟病。

而今，世界各地纷纷为他活动，哈林作
品 U恤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热货”，人们说
“哈林的作品真正传达了 8OVW（品牌名）的
精髓，亦即年轻的都会风格，以及全然原创
的可穿搭艺术”“凯斯·哈林的作品是 >D世
纪醒目的视觉语言之一，凸显了鲜明的城市
生活风格。我们以凯斯·哈林的标志风格为
基础，创造了一系列创意 U恤。”精明的商家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但当年被警
察追时，谁能有欣赏哈林作品就如欣赏一幅
画那样的愉悦心情呢？

! 如今通过互联网! 人们不再轻视涂

鸦!而是客观地让这些作品成为城市美化中

的一员!将这一艺术形式的优势用以释放艺

术的感染力!同时展现了艺术品市场巨大的

潜力和包容胸怀$

而今，相对早期街头艺术家如凯斯·哈
林，最大且最为瞩目的变化是今日艺术品市
场的巨大潜力在不断释放。就连一向不苟言
笑的《泰晤士报》也在发声，近年来很多城市
发生的老旧社区中产化-91&26/X/S%2/5&*现象
及社交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街
头艺术的兴趣。
街头艺术家出身的画廊老板查理·乌泽

尔·爱德华-MP%601) YBB100RC:H%6:(*对英国
广播公司说：“街头艺术是第一个真正的全
球艺术运动，因为它是由互联网推动的。如

果有谁在巴拿马画了什么，第二天我们就知
道了。”

街头艺术正在改变欧洲的艺术生态圈
结构。脸谱网站说，扎布（G%Z5F）是一位居住
在伦敦的法国艺术家，是一位和她一起上艺
术课的同学把她带入了街头涂鸦的世界。当
她把第一幅街头艺术的作品放上网后，没出
一个礼拜就有一位迈阿密的收藏家发邮件
来订购五幅作品。
来到巴黎她想要一展拳脚，她只是在

脸谱网站上喊了一声，就有一个陌生人答
应带她在巴黎来一场街头艺术之旅。第二
天，她们就开始在巴黎的墙壁上到处施展
艺术才华，还被警察发现，不得不狼狈奔
逃。真可谓街头涂鸦艺术依然“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可是，她的“铁粉”在网
上看到她的作品后，欢喜得竟然将它文在
了自己身上。

互联网让涂鸦画家晋升为城市“美容师”
" 单靓瑜!伦敦特约评论员"

! ! ! !英国!!"#$%&$"信使#$杂志于本

月初发布消息%得益于&互联网''(昔

日难登大雅之堂的街头涂鸦正在艺术

商业化道路上高歌猛进( 去年创下

()* 亿的交易额(&今年还会大幅增

加)(文章如是说* 对于英国老百姓而

言(涂鸦艺术家尽管被警察&盯着梢)(

但好的作品还是相当有人气*

这就是点化

&画廊6拍卖行#模式
在怕什么'

" 路易斯!罗宾 !"#$% &'($)

!伦敦艺术学院"

! 新闻背景

" 贾良

! ! ! !相对于主流艺术世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推介艺术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不可阻挡。
“入侵者”-K&@%:16*是来自法国的街头艺术

家，他的作品出现在 !D多个城市，其低像素式
的特点一眼就能认出来。艺术家甚至推出苹果
手机 J[[，用户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现疑似“入
侵者”都能用它拍照验证。那么，他的商业价值
在哪里？他的网站出售各式各样的印制版本“入
侵者”，还有印刷品、瓷砖、书、地图，甚至录像
带。几年前，有一份“入侵者”复制品以约 ><万
英镑的价格成交。
因互联网点化，街头艺术商业化的还有谢

帕德·费瑞-.P1\%6: ]%/61)*。就是那位以美国总
统奥巴马为原型创作涂鸦招贴画“希望”的人，
在因此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后，他之前建立了
一个服装品牌“阿卑-^Z1)7”，如今已成了一个数
百万美元的生意链，现在，“希望”当然是主打的
印记。
“互联网?”介入艺术，街头涂鸦将会颠覆传

统艺术创作、运营模式，且时间不会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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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的涂鸦让经

过的路人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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