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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 ! ! !自从 !""#年金融危机以来经常会听到
艺术品经纪人建议客户购买最优秀（通常也
是最高价格）的艺术作品，而这一观点似乎
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同。艺术品经销
商表示中低价位的艺术品销售困难，而一些
高价作品的经销商则表示他们的销售强劲。
聚焦中国市场，收藏界风云人物刘益谦

先生曾经表示只买最知名的艺术家的最高
价作品，似乎也正是缘于对此信条的履行，
成就了刘益谦先生今天在收藏圈的地位。这
一切仿佛也从侧面证实了流传于业界的那
句信条：最好的艺术家的最好作品收益最
高。但是事实是否如此？

学术界将高价格的艺术品或最知名的
艺术家的作品称为杰作，而将杰作的收益超
过市场平均水平称为杰作效应。近年来有多
位学者对杰作效应进行检验，其中包括：多
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 $%&'()* 和约克大学
的 +,-.对现代版画的拍卖数据分析，以及
欧洲学者 /0)*& 和 10.*& 对美国艺术品拍
卖数据的分析，这些研究普遍认为：高价作
品的收益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杰作具有低
收益。

但是现实似乎并未完全验证杰作具有
低收益的理论，2/343 欧洲艺术基金会
!"56全球艺术品市场报告对艺术品经销商
的调查显示：在高端市场，!78!年销售额在
8"""万欧元以上的经销商表示，平均营业
额比去年上升 99:，而营业额在 5777万欧
元以下的经销商普遍反映平均营业额有 5:

至 5;:的下跌，其中销售额在 97万欧元以
下的经销商跌幅最大，为 5;:。
而 !75!年国际拍卖市场似乎也进一步

验证了杰作效应：!75!年，售价在 !77万欧
元（约合 5<77万人民币）以上的美术品的交
易额占据美术品市场总交易额的 6=:，比
!755年的 !#:有所提升，而连续两年该价
格区间艺术品的交易量都仅占总交易量的
7>!:。艺术品市场 96:的市场交易额来自
于价格在 97万欧元（约合 =77万人民币）以
上的艺术品销售，虽然它们仅占销售总量不
到 5:，同时，这些作品都集中在 5:的艺术
家身上，即极少数的艺术家占市场销售份额
的比例越来越大。

市场似乎在继续追捧高价位的杰出艺
术家，这种现象也许可以解释为：为获取更
高佣金等收入，艺术品经纪人、拍卖行或经
销商会持续高估作品价格，而一些轻信的投
资者过度追逐，从而推高了艺术品价格。
针对中国艺术品市场，学者石阳收集了

!777至 !755年间，来自 <6家拍卖行 9;9

位艺术家 !7=7;<条原始交易数据，筛选出
艺术品拍卖重复交易样本。在对重复交易的
分析中发现，在 5!年间，艺术品的交易基本

上出现了两次高潮。在 !779年以前，艺术品
的买入量远大于卖出量，大多数艺术品第一
次进入市场，而没有再次交易，体现了在此
期间艺术品投资主要为价值收藏；而在
!77;年以后，艺术品的卖出量开始超过买
入量，特别是 !757年以后两者之间差距更
高，说明一件艺术品被买入后重又卖出的情
形大增，这意味着投资者买入艺术品后的持
有期缩短，短线买卖的迹向明显。
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量化研究中国艺

术品的投资收益率，得出长期持有艺术品投
资的名义年化收益率为 5?>?:，实际为
59>#:（剔除 @$A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研
究表明中国艺术品价格与货币供应量 B5

长期存在正向关系，以及艺术品价格变化在
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反映；艺术品
与股市价格长期基本存在反向关系，即艺术
品的资产替代效应；而艺术品受货币供应量

影响程度大于受股票价格的影响程度。
因此，我国艺术品市场在 !77#年之后

的空前繁荣，可以看作以上这两种因素作用
的集合：一方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
银行大幅增加了货币投放；另一方面，同时
期我国股票市场表现十分低迷，导致投资者
转向其他替代性投资市场，包括艺术品市场
等。换而言之，!77#至 !755年艺术市场的
火热景象更多是由于大量盈余资金为寻找
更好的投资回报而转向了艺术品。
为验证杰作效应的有效性，对中国最著

名的十位艺术家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刘
海粟、潘天寿、傅抱石、黄宾虹、李可染、李苦
禅和黄胄 !777至 !755年间的重复拍卖样本
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出结论：艺术品价格越高
收益越低，最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收益显著
超过市场均值，但是对于最知名的艺术家收
益进行分析则进一步发现，同样存在价格越
高收益越低的现象。因此可以认为艺术品市
场中广为流传的建议———购买最知名艺术家
最贵作品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投资者应该
购买最知名艺术家的相对低价格作品。

!755年市场高峰时期，高价拍品大量
涌现，曾经有 95?幅中国书画作品成交额过
千万。这 95?件书画作品中，有 !=件作品在
此后的两年再次上拍，其中仅有 ;件以高于
!755年价格拍出，其余 5;件作品或以低于
!755年价格出售或流拍。

!756年春拍市场表现也进一步印证了
该理念，新入市的购买者似乎更多是想在市
场的低洼时期购入性价比较好的艺术品，盲
目追高或通过创造历史高价而炒作作品的
现象在减少。藏家对名人书画高、中、低等价
位的“小而精”拍品反响热烈，多幅此类作品
远超估价数倍甚至数十倍价格成交。由此可
见，性价比较高的名家作品将是未来一个相
对较好的艺术品投资方向。

投资最知名艺术家
高价作品≠收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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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某艺术网最近邀请一些

著名艺术家参与其 !艺术品

鉴证备案"# 有质疑认为$艺

术家对自己作品的鉴定不具

有足够的可信度$ 因为人们

不止一次发现$ 有的艺术家

出于个人面子和利益考虑$

将市场上出现的自己的低价

作品一概斥之为赝品# 后来

出现了硬证据证明作品确实

是其作品后$ 有的艺术家声

称记忆有误$ 有的则不予回

答#该观点认为$艺术家鉴定

自己的作品真伪$ 如同运动

员兼任裁判员#

这样的情况存在$在艺术

圈里已不是新闻# 而且$除了

将自己的真作鉴定为假$还有

的艺术家出于情面或者利益$

将仿冒自己的作品鉴定为真#

但$ 我还是认为艺术家

本人在鉴定自己作品真伪的

程序中具有天然的权利# 如

果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真伪都

没有发言权和鉴定权$ 那谁

比他更有权威性% 专职的鉴

定家难道就不会发生出于个

人利益而枉判的可能%

凡是人就都存在人性的

弱点$只要条件合适$这种弱

点就可能衍化成丑恶乃至罪

恶# 关键是我们要深刻体察

人性弱点的种种可能性$设

置相关制度制衡之#

对健在的艺术家作品鉴

定$我们不妨设立这样的程序&

毫无疑问$艺术家本人应

该拥有!第一程序"的权力$这

是最有效'最可信$也是最便

捷的# 但谁都没有绝对权力$

还需要有其他!权力"程序来制衡#如果没有质疑$

他的鉴定就自然生效# 但如果有人对艺术家本人

的鉴定质疑$还可启动其他程序$譬如材质鉴定'

笔迹鉴定'旁证鉴定以及第三方专家鉴定等#

如果其他鉴定或证据(如权威出版物等)证

明艺术家本人的鉴定是错的$首先必须纠错$并

挽回影响#

如果有证据证明艺术家是出于个人利益故

意错判$则需启动法律程序# 这涉及欺诈$损害了

他人的合法利益和声誉$扰乱了艺术品市场秩序#

除了法律追究之外$ 艺术家组织譬如美协

等$应该将这样的艺术家除名*拍卖行'画廊'经

纪人的协会组织应该采取一致行动$ 拒绝经营

该艺术家作品* 大众传媒也要将这样的艺术家

放上!黑名单"$小心对待#

综合上述手段$艺术家自然明白$故意错鉴

自己作品等于是经济欺诈$ 这样做会葬送自己

的事业生涯# 谁还敢这样做%

为什么我们这里屡禁不绝' 肆无忌惮的艺术

品市场猫腻$ 在那些制度健全的国家就鲜有所闻

呢%因为他们的制度摆明了告诉你&撒谎你撒不起+

质疑不意味着否定$而是完善#

剖析人性之善恶$制约其恶$诱导其善$这

是制度设立的根本法则# 如果我们连维持一个

小小的艺术品市场健康'诚信'规范运行的制度

都制定不了$就罔论其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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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不认为!有钱"的藏家都没文

化#中国自古就有收藏的传统$有一

些家庭$祖辈的收藏在!文革"中都

被毁掉了$ 但现在新一代有了经济

实力$ 于是重拾家族传统* 还有一

些$!文革"中家族所藏被抄$后来也

被归还了一部分# 这两种类型家庭

出来的藏家底蕴比较厚实$ 而且承

接家族的传统$ 有非常明确的收藏

规划及脉络# 而占据了更大比重的

新晋藏家$ 虽然没有家族的收藏传

统$但也不能用!没文化"来概括#他

们当中$有年轻的企业高管$主要从

事 !"'科研'生物等行业*还有一部

分是所谓的!富二代"$大都受过海

外或者国内高等学府教育* 再有一

部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富

人$五六十岁之后$可能对商海中的

搏杀产生了倦意$ 也渴望追求一下

文化艺术$开始进行收藏#

就我的观察$ 泓盛藏家当中至

少八成以上其收藏观是非常端正

的$ 都是本着欣赏和研究的心态介

入收藏圈$如果说还有点!虚荣心"$

追求的也是收藏过程中的成就感'

影响力'话语权# 这一点$和西方的

藏家本质上并无不同# 但我也不否

认一种现象& 目前收藏圈里存在一

些投机的心态# 其实无论是投资还

是投机$也是很正常的#西方艺术品

市场也不例外# 如果说中西方有什

么不同的话$ 那是因为西方市场发

展得更成熟$ 有一套法律法规的框

架在严格限制着藏家的行为* 相比

之下$我们的法律和执行力不够$所

以一些浮躁的心态' 急功近利的行

为不能被很好地约束$ 反而被放大

了#但是追究其根源$这种现象不是

因为藏家的素质有多大问题$ 而是

整个社会气氛所导致的$ 也跟我们

收藏圈的积累不够' 经验不够有关

系#相信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法律法

规的不断完善$都会慢慢走向正轨#

收藏这件事$ 无论你有多么充

沛的资金$ 都不代表可以在这个市

场当中为所欲为# 资金和所具有的

知识必须完美契合才能达到最完美

的收藏状态#所以对于新晋藏家$无

论他多么有钱$ 无论是想介入哪个

板块$ 我都建议从基础的东西开始

收$不要一开始就老想收天价珍品#

懂多少就玩多少$ 不要透支自己的

知识量$不要有太多虚荣心$否则一

定会后悔#

除了要多学习$ 慢慢扩大自己

的收藏$ 新晋藏家还要注意为自己

营造一个有品质的社交圈# 收藏最

怕闭门造车$ 一定要多和人交流学

习# 但如果你进入的是一个错误的

收藏圈$那也是很要命的事情$和什

么样的专家'公司'藏友'经纪人打

交道$ 可能会从根本上决定你收藏

的品质$ 也决定你可能达到的高

度# （乐梦融摘自《广州日报》）

有钱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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