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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 ! ! ! !"月 #日，马云的油画处女作《桃花源》
在香港的苏富比以高价成功拍出。拍卖以 $""

万港币估价起拍，现场经过 #"多次的加价，
最终以 %&""万港币落槌。拍卖结束后媒体随
即曝光了买家身份，马云的好友，浙江宁波人
钱峰雷，环球国际（香港）控股集团董事长。

马云油画处女作成功拍出 %&""万港币，
无疑是资本对艺术的又一次胜利，而资本的
这一次胜利再一次牵动了艺术圈脆弱的神
经。不同社会群体对此次拍卖结果的看法各
异，马云的朋友圈（亦可称为利益圈）或崇拜
者认为这是马云的又一次创举，也许将打破
中国当代艺术的窘境，将艺术与资本更深度
地结合，加速艺术的社会化进程。

在“人人都是艺术家”口号的指引之下，
画幅画，然后送到苏富比这样全球著名的艺
术品交易平台去卖，又有何不可？有人愿意卖
有人愿意买，无可厚非。有些富豪喜欢在拍场
上一掷千金而获取社会认可，而马云则选择
通过销售自己的创作来搅局当代艺术市场，
将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货币化，确实玩得

够高级。而以慈善为目的的拍卖，又恰恰成为
此次天价成交最有利的背书，那么貌似摒弃
了私利的商业是否还是一种商业？

对马云拍卖艺术作品持反对态度的群
体，则更多地从艺术是什么的角度来反驳马云
卖的不是艺术。但是这种争论的困境在于，“艺
术是什么”本身就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既然
无法明确艺术的标准定义，又如何评定马云卖
的不是艺术。更何况，以当代艺术的包容眼光
来看，一位商业巨擘的处女作油画，直接进入
苏富比这样的顶级艺术品交易平台（当然也多
多少少借助了合作者曾梵志的影响力），并成
功拍出高价，这个从创作到销售以及售后的全
过程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最佳缩影，而此事件
对艺术领域造成的影响或许远胜于某位名家
画了一幅好画，谁又能保证这件行为艺术作品
不会被写入史册，被后人研读呢？

抑或正如很多人所猜测的那样马云将进
入艺术界，并带来跨时代的变革。如果猜测真
的成为现实，那么也许马云就真的会成为艺
术史上绕不过的一笔。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
功的马云有足够的资本在艺术圈玩票，即便
是对艺术缺乏足够的鉴赏能力，但是面对自
身知名度和影响力被兑换成货币，可能为其

带来的强烈刺激（更何况还是以艺术和慈善
为名义），作为商人的马云应不会就此罢手。

事实上，此前马云曾经两次拍卖自己的
画作，且都以慈善的名义。$"!#年 !$月 '日，
马云的墨宝“话禅”在上海市浙江商会慈善晚
宴上进行拍卖，被浙江永利集团董事长周永
利以 #&(万元购得，现场引发高潮。在 $"!%

年 !$月 $$日，马云创作的“马体墨宝”在来
往“淘宝官方拍卖”扎堆落槌，拍出 $#$万余
元的高价。整个拍卖过程从 !$月 !'日开始，
共经历了 '!%次出价。

我们对马云艺术作品拍卖纪录做一个归
纳，从 $"!%年的淘宝拍卖到 $"!)年的苏富
比拍卖，马云艺术作品拍卖经历了三级跳，从
最初以中低收入阶层的“屌丝”人群为主体的
淘宝拍卖平台，跃升至地方性富豪聚集的慈
善拍卖平台，并进一步借助最知名艺术家的
能量，飞跃至国际性超级买家汇聚的交易平
台。从最初屌丝平台的 $#$万元人民币的成
交价，到如今国际顶级平台的 %&""万元港币
落槌价，两者所实现的 %"""多万元的差价中
包含了曾梵志对马云的艺术专业性的背书，
苏富比这样的国际平台的价值，以及马云与
钱峰雷之间多年的交情和利益瓜葛。%"""多

万元可以简单地阐释为，上述三种无形资产
赤裸裸的货币化和数字化结果。在这样一个
以商业成功为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这个数字
又是多么地有代表性和形象化啊！

作为资本和政治的孪生兄弟，艺术从来
都无法真正远离资本和政治，洁身自好。无论
是为皇室服务的宫廷艺术，还是追求自我表
达的文人艺术，艺术最终呈现的功能或者是
道德教化，或者是自我标榜，又或者是谋生手
段。作为艺术创造者的人类始终无法摆脱自
我意识、社会束缚和利益诱惑的影响，艺术是
商业也是政治，艺术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利场，
你见或不见，它都在那里，不离不弃。

而历史又是什么？艺术史学者罗越认为
“艺术史学家只对一种新风格的产生有兴趣，
而不是它的延续”。社会史学家汉德林则认为
历史的核心在于延续，这种延续意味着某些
相同元素的持续。而艺术史学家傅申的看法
介于两者之间，他认为“历史就是对于变化的
记载”。不同的作者将写出迥异的历史，而历
史便是有关人类观念的一种记录。至于马云
是否会改变艺术史发展的轨迹，关键在于，将
由谁来写这个历史。
!作者为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执行院长"

! ! ! !据说画家达利，因为惊叹于自己的绘画
才华，以至惊叹自己为天人。是天人了，自然
不可世出，也就不可一世，以至他会把自己的
粪便也保存起来。以为天人的粪便也是不可
一世的名贵，和他的绘画一样都是经典的艺
术品。

这一则看起来便是笑话的笑话，人们大
都一笑了之。一个近乎疯子的艺术家，有些疯
子的思维，人们还是可以理解，可以作为一则
逸事看待的。

可惜，达利的毛病，如今竟不局限于艺术
家了。

听说马云又拍卖他的画了，卖了几千万
元港币。之前他还拍卖过他的书法，好像是几
百万元。说是慈善拍卖。他不想直接慈善，想
绕个弯子，通过拍卖自己的书法做慈善。有钱
真了不得。慈善需要钱吗？有钱人口袋里的钱
怎么拿出来，总得听有钱人定个规则吧？这回
是有钱人马云，惊叹自己是天人了。天人的书
法，卖几百万人民币，有什么异议吗？同样是
天人，马云的书法，也就是达利的粪便，都是
香的，都是可以卖钱的。

马云是个拥有了些风云的人物，就是说

还真创造了奇迹。他改变了自己口袋里的钱
的数量，或许因此更有了改变世界其他角落
的雄心。一个不是近乎疯子的非艺术家人士，
开始打量别处，有时不免会有伤风化。这里的
风化，指的是风气和文化。
马云的书法，看起来是一则笑话。有人评

论说，他践踏了艺术。我觉得艺术没这么容易
被践踏。他的书法，让我想起了我同事二十几
年前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他下班，踩着自行
车回家，经过南京路，不想闯红灯了。警察过
来了，他赶忙上去打招呼，说自己走神了、误
闯红灯之类的话。谁知警察看着他笑了。说你
闯什么红灯了？你这东西也叫自行车？除了铃
不响，什么都响，整个儿废铜烂铁，还好意思
说是闯红灯，说是自行车？最后，警察说，这东
西以后别来南京路，有伤风化，有伤人格，有
伤国格。我想，马云的书法，就是那辆自行车。

马云拍卖他的书法，这事儿，说是笑话，
感觉还真笑不出来。

首先，慈善的事，原本不是有钱人的恩
赐。这个世界上，钱是不能让人高人一等的。
有钱人做慈善，是完善自我，让自己可能高贵
起来的一个途径，也是可以获得内心的快乐
和感动的途径。慈善是一件庄严的事，而不是
一件可笑的事。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现今却成
了问题。

其次，附庸风雅是好事。历来许多人都是
从附庸开始，渐渐风雅起来的。只是“附庸”这
词的意思，是把风雅很当一回事的。自己有些
风云，就以为自己很风雅，这等号划得有些
萌。看起来只是芸芸众生的中国人，内心都有

掂量艺术的一杆秤。这就是马云的书法一出
现，人们有笑有骂的缘故。人们不在意你太有
钱，而是奇怪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不明白艺
术不是你这样玩的。这样玩只会玩出个笑话
来，而且还是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桃花源》里的情和欲
——— 由马云油画处女作成功拍卖所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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