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林明杰 王燮林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C62015年7月18日 星期六

艺术评论 /

! ! ! !近期，沪深股市的剧烈动荡，引发网
上对于艺术品市场与股市的比较又开始
多了起来，不少人认为艺术品的投资回
报率远超股市。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
吗？

早在 !""#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
就曾受到来自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东
南亚藏家开始抛货，藏家重新审视收藏，
很多拍卖公司对国际市场购买力的期望
和寄托全部幻灭了，国外藏家对于中国
艺术市场的谨慎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
国投资者的信心，当时艺术品市场尚未
形成足够强大的买方市场，购买力后劲
不足，市场培养不到位等弊病在经济危
机的冲击下被放大得一览无余。

经过了近 $%年的发展，国内藏家已
经开始主导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因
而，此次发源于沪深股市的暴跌，对于中
国艺术品市场的影响无疑是更为明显。
从市场的关联性来说，目前许多艺术品
市场的资金还是来自于资本市场，此次
的股市暴跌，肯定会对于今年下半年的
艺术品市场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同
时，从艺术品市场的规律来看，虽然上半
年各大艺术品拍卖市场产生了许多天
价，但是究竟能否顺利交割也会因为此
次的股市暴跌打上一个问号。
此次股市的暴跌，带给投资者最大

的一个教训就是要时刻保持流动性，这
在艺术品市场上也是相同的。近年来，虽
然在内地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
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天价屡屡出
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相比海
外市场，我们的热点基本上都是
在近现代书画上，而是在海外市
场上，基本上都是古玩瓷器以及
古代书画。而许多从海外回流的
藏品，到了国内之后，又会以更
高的价格拍出去。可以这样说，
如果真的在艺术品市场出现流

动性问题的话，许多国内的藏品是很难
出手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从海
外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来看，越来越多的
中国藏家开始关注印象派以及当代名家
的作品，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对
于不少藏家来说，应该都是兼顾到了流
动性的问题。相比中国艺术品，这些艺术
品的流动性是非常少的，因而从资产配
置的角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而，这
些艺术品受到沪深股市冲击的可能性是
非常小的。

当然，艺术品毕竟不是股票，稀缺性
造就了即使是遇到了外界再大的危机，
许多珍罕的艺术品依然不乏拥趸，最为

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清乾隆御制粉红地
粉彩扎道蝴蝶瓶的高价成交。

$%%&年适逢全球金融危机，佳士得
拍卖行推出了“戴萍英基金会珍藏'清隆
御制粉红地粉彩扎道蝴蝶瓶”专场拍卖，
按照当时的市场估计，这件瓷器很可能
就要流拍了，但是最终收藏家郭仲桦以
()%%万港币的价格落锤拍下，成为当时
收藏圈里的美谈。

在任何一个危机中，既有危，也有
机。对于藏家来说，一方面要从学术的角
度，选择那些经得起市场“风雨”的藏品；
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收藏品的流动性，以
免发生系统性风险。如果单纯地将艺术
品与股票进行比较没有任何意义。

! ! ! !批评者越来越多，建构者越来越少；跟风
者越来越多，独立者越来越少。这也不行，那也
不是，你说对了，他们知道不行，但如何能行怎
么才行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建立在建构之上
的批评几难寻见，大多是造反派式的发泄，发
完算数，一地鸡毛。键盘党唾沫四溅，归于现实
立马打回原形，原形是键盘党员们才是最应该
批评的对象。
某友喜写文章，言辞激烈，颇负盛名。却拜

某伪大师为师，只说伪大师的好，其余皆摆出
批评的姿态，满腹愤懑的样子。此乃批评界之
缩影也，拿过好处感情浓烈的艺术家是好艺术
家，与己无关的任何现象都是炮轰的对象。我
现在几乎不看批评文章，最近有几篇文章再批
中国画坛，看了标题就知他们想说什么，我看
不到这些批评对中国画有啥正面有益的地方，
我只看到这些投机分子在往脸上贴金。这种贴
金方式比较隐蔽，智商一般的人士看不出来。

某画家也批评，全中国他画的最好。外地
只认他，外地人说你们这个城市还有好的画家
吗？他说除了他其他哪能算画家，这个不好，那
个也不好，反正都没他好。你如果是傅雷、陈巨
来也算了，人家有真本事，批得又到位，有资格
有充分理由说刘海粟、张大千们的不是。实在

看大不惯这类人，本可健康的学术生态被他们搞得戾气
弥漫。这类人本事不大，脾气不小，我们要容忍本事大的
人发点脾气，那是高士风范，有性格有腔调。胸无点墨自
我吹嘘乱发脾气简直是粥锅里的老鼠屎。
当今艺术乱象之里，批评是能混饭吃的，批评越激

烈，越有人找你写正面的文章，我想那些貌似正襟危坐的
批评家们是深谙此道的。我曾经犀利，那些年激情爆棚，
在主流报刊的批评文章发表得不少，上周还收到不知哪
家寄来的 $%%块稿费。找上门求写的画家自然也多，出画
集开画展难免要写篇像样的文章，写的人要有比他们高
的知名度才能抬高他们的作品品位。我一般不写，写的基
本是推不掉的，推不掉是友情难却，友情归友情，收费还
是要收的，一篇小文能换来比稿费高出几十倍的进账。我
不太写捧场文章的姑且如此，那些批评界的大腕一年浆
糊捣鼓下来，岂非盆满钵满？
好多朋友问，你是画家还是批评家。我回答我写文章

属于画家发声，没有人规定艺术圈的声音只有评论家能
发，你说赵孟頫、董其昌、石涛、吴冠中们写了那么多好文
章，是画家还是评论家？我支持各方各行发声，画家自己
写点文章有何不好？音乐家、文学家写点对美术的看法有
何不好？傅雷不就是搞翻译和音乐的吗。学术圈的牢原本
是没有的，全是那些学究给自己画了个圈当作了牢。

齐白石的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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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许多记述中，齐白石被描述得像是个
孤傲、吝啬、不懂得人情世故的倔老头。但当
我将一些记述的碎片拼凑起来看，感到这个
年逾半百跑到京城，一路拼杀，最终获得巨大
成功的“湘潭老木匠”，具有超凡的情商。

齐白石自诩其诗书印画中“诗第一”。他
写给自己人生中几位贵人的诗，就体现了极
高的情商。

齐白石到京城后一直被主流画坛排挤，
画也卖不掉，便很努力地试图扩大社交。有一
次，他去凑一个大官家的“派对”，满座阔人，
见其衣着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
睬。齐白石正感窘迫，进退两难，梅兰芳来了。
之前，齐白石已由齐如山引荐拜访过梅兰芳。
梅兰芳与之恭敬寒暄，顿时令宾客们对齐白
石另眼相待。

像这样的事，一般人过了也就过了，但齐
白石不。他回家立即很认真地画了一幅《雪中
送炭图》，并题了一首诗，送给梅兰芳。诗云：
“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
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许多搞艺术的人，自尊心和自卑感特别
强烈，很少肯承认自己的落魄和窘困（除非他
发达后回忆过去）；有人帮他脱离了窘困，他
也羞于承认。齐白石却相反，他以农民的质朴
和精明，坦然表达自己的窘困和感恩。

同样，齐白石也诗赠顶着反对压力邀请
他这个“乡巴佬”到大学执教的徐悲鸿：“草庐
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
满，杖藜扶梦访徐熙。”“一朝不见令人思，重
聚陶然未有期。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
风吹。”

对大恩人陈师曾，齐白石依然用诗表达
情感：“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胸中俱能
事，不以皮毛贵。牛鬼与蛇神，常从腕底会。君
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我言君自知，九原毋
相昧。”

这首诗中言及的“皮毛”，涉及齐白石与
吴昌硕的一段公案。齐白石到北京画坛闯码
头时，吴昌硕在中国画坛已如日中天，俨然画
坛领袖。齐白石对吴昌硕极为崇拜，他遵陈师
曾的建议，改变画风，走吴昌硕开辟的画路。
*"$%年，齐白石托胡鄂公在上海请吴昌硕为
其写“润格”。旧时画坛，由名家前辈写润格，
等于拿到了“卖画执业证书”。但大名家的润
格不会无缘无故给你写。首先要给钱。据齐白

石自述，这钱估计是由胡鄂公出了。但仅仅出
钱，吴昌硕也未必会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
下木匠出身的画家写润格。齐白石写给吴昌
硕的一首“拜码头”的诗看来是起了神效：“青
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
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意思说，全中国我就
服古代的徐渭（青藤）、八大山人（雪个）以及
现在的您（老缶），我愿意轮流到你们三家门
下做走狗。当然，按照中国传统礼仪，说话为
文一般倾向“贬低自己”“抬高别人”，但不管
怎样，吴昌硕看到这首诗不会不受用。

然而，数年后正当齐白石的卖画生涯开
始好起来了，一个流言严重伤害了齐白石。那
流言说，吴昌硕说：“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

大名。”虽然至今没有证据证明这话是真的出
自吴昌硕之口，还是小人搬弄是非，但这种说
法想必让京城所有腻味齐白石的画坛同行弹
冠相庆，也让事业刚有起色的齐白石很受伤。
齐白石的情商又一次发挥了奇效，他没有像
今天许多画坛愣头青那样一个不如意就破口
大骂，而是吞下苦涩，别出心裁地找到一句徐
青藤写的句子“老夫也在皮毛类”，刻成闲章，
盖在自己的画上。这就好比美国独立战争时，
英国兵唱“,-./00 122340（扬基歌）”来嘲笑美
国殖民地的人粗鲁和低品位，不料华盛顿将
军索性将这首污辱他们的歌作为军歌，一路
唱响，直至迎来美国独立战争胜利。

但如果我们认为齐白石的成功仅仅因为
他的情商，那就谬之远矣。虽然齐白石对吴昌
硕的“皮毛”说耿耿于怀，但他并没有因此而
改变对吴昌硕艺术的崇敬，直至晚年他还经
常观摩研究吴昌硕的画作，以吴昌硕为师，亦
以吴昌硕为赶超的对手。他还曾对好友胡佩
衡私下坦言“一生没有画过吴昌硕”。

另外，他情商虽高，但不是虚情假意。齐
白石一生不忘徐悲鸿的知遇之恩，云“生我者
父母，知我者徐君也”。徐悲鸿去世后，人们怕
年事已高的齐白石受不了刺激，一直瞒着他。
他问起时，总说徐悲鸿出差或出国了。这样捱
了一年多，齐白石怀疑起来，忍不住雇了三轮
车，去徐家里探望，看到“徐悲鸿纪念馆”的牌
子，顿时都明白了。他缓缓步入，坐在原来与
徐悲鸿见面时经常坐的沙发上，长时间沉默。
在徐悲鸿的遗像前，他深深鞠躬，说：“悲鸿先
生我来看你了，我是齐白石。”
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不是简单的。

"

齐白石!老夫也在皮毛类"印及边款 " 齐白石所画梅兰芳家中牵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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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动荡必定影响艺术品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