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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肖谷

! 林明杰
!"#

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通道
$%&'

! ! ! !佛经《贤愚经》卷 ! 第二十八品中
说：有西域五百人商队行进入黑暗山谷
而慌乱不堪时，商主萨缚用白毡缠绕自
己双臂，淋上酥油点燃以作火炬，给商队
引路，走出黑暗山谷。这是佛本生轮回故
事中的一则，以壁画形式出现在龟兹克
孜尔第 "、#$、%"、&"、##'、#$"、#"' 窟中。
“萨缚燃臂引路”故事直接说明货物交易
不仅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反映
了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社会走向
光明的需要。

其实早在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前，
四川的织锦和竹杖就已出现在西域的市
场上了。在许多日子里，民间自发的货物
交易之路，也早已鲜活地扭动在中亚的山
峦、河流、沙漠、戈壁和绿洲之中。充满异
域风情的物品让交易双方以及双方的家
乡感受到物质的丰富性和对未来生活的
无限想象。当然交易所带来的利益是建立
在生活的多样性和审美的丰富性上的，而

反映这种状态的直观样式，便是艺术品。我
们从流传和出土的艺术品中，看到了西域
“胡商”的形貌、衣饰、货物种类、驼载工具、
甚至是令人迷幻的图案与色彩。我们从中
也了解到其它更多的历史与艺术传统的信
息，如：在商队内部，有一位大家公认并服
从的首领叫“萨缚”，而这名称起源于印度；
从出土外来器物和文书以及有关文献记载
中，我们了解到“胡商”东来时所携主要货
物是：金银器皿、宝石和香料以及毛纺织
品、药材、驼与马、甚至是奴隶，更有甚者是
黑人奴隶，而这些货物的利润最高。又如我
们从反映那个时代的陶驼艺术品上的不同
载物的内容来看，那些不见丝绸布帛而仅
有囊袋的载货驼，定当是入华的商队，而那
些满载丝卷和布帛的载货驼，应是返归的
商队。其中大量是半成品的丝帛，这是为了
驼回去再加工时配上西域当地民族喜欢的
图案纹饰、使当地人喜欢，也可返销东土，
以谋取更大的利益……同时也更大限度地
配置和促进了审美发展。
而这些已远去的历史，在当下“一带一

路”的呼唤中又清晰可爱地出现在我们面

前。它们以艺术的样式亲切地看着我们，它
们以灵动的身姿使我们好奇而想象的翅膀
慢慢展开。千百年来物质交流所带来的文
化融合，使华夏文化有了更宽的胸怀。

在我国古代艺术史中，有大量艺术瑰
宝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而诞生的。
有专家研究认为，我国青铜器最早可能从
中亚、西亚传过来的。战国时的蜻蜓眼琉
璃珠也明显有着西洋的风格。唐朝时“舶
来品”通过丝绸之路融入我们的文化的例
子更是不胜枚举。这种中外文化交流形成
的艺术样式甚至成为我国艺术传统的一
部分。
本专栏将陆续讲述丝绸之路这个中外

文化交流的通道上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案
例，而这些事体对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
文化呈现将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丝绸之路”是一条永不止息的生命与

文化之路；是中国进一步发展中的一脉有
深厚历史底蕴的清泉；是我们步伐坚定走
向未来的清脆的银铃之声；是文化升腾的
曼妙时尚。
请跟我来……

! ! ! !曾经见识过一位很毒舌的艺术批评
家，他几乎骂遍名家。有一次听说他策划了
个展览，心想此人眼界如此之高，他自己挑
选的艺术家应该不同凡响。于是，尽管人家
没邀请我，我也不管不顾悄悄地去开眼界
了。看了以后有点困惑，莫非皇帝穿的衣服
像我这种蠢人真的会看不见？

后来又看到他给一位艺术家写的赞
文，我很惊讶，连大师都不在眼下的批评家
不吝赞美之词捧场的艺术家，一定不得了。
虽然我没听说过这个艺术家的名头，但我
不厌其烦地上网搜索，终于看到了他的作
品。这次我看到皇帝穿着衣服了———土财

主的衣服！
还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批评某著名收

藏家的文章，说他的私人博物馆里收藏的
东西非常差，有大量赝品。我从来没有去
看过那个收藏家的博物馆，但一直觉得他
还是内行的。内行的人也可能玩赝品：一、
因为几乎没有没吃过药的收藏家，那是学
费；二、内行不一定人品就好，有的内行自
己不玩赝品，但忽悠给别人玩。作者能如
此理直气壮揭露著名藏家的赝品，而且从
文章看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自信满
满，让我不得不服。于是根据文章下所附
该作者的个人网站和博客，点进去准备取

法乎上，提高一下自己。不料，不看不知
道，一看吓一跳：网站上的古董全是假得
没谱的赝品！
艺术圈、收藏圈有些人特别令人“佩

服”———听其言，仰之弥高；观其行或观其
作，俯之弥深———深到海平线下。
人自夸不是罪，但把别人踢倒，然后踩

在别人身上往上爬，则是邪恶的。人世间没
有真空，在耕耘真善美的艺术田园里，也会
有各种虚伪和欺诈，甚至能遇见他们的几
率也不亚于电信诈骗。
所以说，看懂了人性，才能更好地看懂

艺术。

! ! ! !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仅承袭了
“左祖右社”的规制，还在国家殿堂的
装饰上倾尽心力，流传至今的以《江
山如此多娇》为代表的一批作品都标
志了高峰所在，看看当时的阵容无一
不是公认的大家，哪有江湖画家染指
的可能（关键是江湖画家根本不去
想，而现在是努力去想）。直到上个世
纪 $(年代后期的首都机场壁画群，
那种代表国家艺术形象的公共艺术
工程，依然在主流的层面上表现出国
家的特征。现在的情况逆转，随着主
流画坛的日益江湖化，江湖画家中既
有帽子戴得很端正的正规军，也有帽
子歪戴着的杂牌军和民团，一大批劣
质中国画涌进了国家殿堂，改变了国
家殿堂的艺术形象，也降低了国家殿
堂的尊严。今天谁来主导国家殿堂的
装饰，哪些位置该挂画？挂什么样的
画？挂谁的画？应该建立基本的章法，
因为国家殿堂和国家机构不同于星
级酒店，应该有着代表国家的艺术形
象。显然，教育的缺失在今天已经表
露出来，否则，那种恶俗的牡丹和山
水如何能够堂而皇之？

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基本上都
是专业定制，既有题材的考量，也有
形式的安排，并不是什么都可以。拿
牡丹来说，画家通常所画只是四尺八
尺而已，花不过碗口大，但到了殿堂
之中，几倍几十倍于平常，如果还是
四尺八尺的气局，那花就要画到脸盆
大以上，如此的不堪可以想象。牡丹
是中国花鸟画中比较难画的题材，往
往是上手即俗。虽然有“花开富贵”的
寓意，那是民间的期盼，与文人的理
想还是有距离，文人还是以梅兰竹菊
为主体。尽管吴昌硕、齐白石、陈半
丁、刘海粟等都有过牡丹题材的作
品，显现出大师的不同一般就在于没
有俗气，把俗的画成雅的。而当代缺少这样的高手，
而有的能够画满纸牡丹而不俗的则少之又少。因此，
国家殿堂中挂大幅的满纸牡丹要慎之又慎。
传统中国画有它的局限性，如何在公共空间中

呈现是传统艺术走向现代化的考验，经历 )(世纪中
期的发展，有其成功的经验，然而，当下的不足是人
的问题，有兵无帅；公共性的问题是教育的不足，审
美教育的严重缺失。因此，它继续考验传统中国画的
当代发展，同时也在考验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

!节选自 !"#$年 %月 #!日"文艺报#$

! ! ! !近日，首届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排行
榜和 )(#& 年度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
统计年报发布。这是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第
六次与商务、文化、文物三大部委联合发布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中
国内地），也是第四次与 *+,-., 联合发布
“全球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
（国际）。目前，这两份报告已成为国内外研
究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最权威的年度
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活动的主题定为
“关注有质量的成长”。

此次发布的报告显示，)(#&年，中国
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延续了调整趋
势，总成交额同比 )(#'年收缩 #/0，下调
至 )/#1% 亿元人民币，为 )(#) 年以来低
点。实际上，过去十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
市场几经起伏，其规模已经足以影响全球
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格局；)(#&年，受中国
内地市场收缩的影响，全球范围内中国文
物艺术品的拍卖成交总额降至 '!%2#亿元
人民币（含买方佣金），较上年减少 /0，但
总体来看，全球范围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
卖规模已接近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总额
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内地创造成交额仍占

全球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成交额的
!)2/0。
虽然拍卖成交额出现了下滑，但是可

喜的是，随着市场结构的调整，困扰市场多
年的拍品结算问题在 )(#&年有所改善。
年报国内部分显示，截至 )(#!年 &月 #&

日，)(#&年内成交的全部拍品共完成结算
#&(2&!亿元，完成结算的比例（按成交价格
计算）为 &"0 ，较 )(#' 年增长 ' 个百分
点，达到 &年来最高值。而成交价格超过一
千万元人民币的拍品中，完成结算的比例
（按成交价格计算）更从 )(#'年的 %&0增
长至 )(#& 年的 &)0，增长了 #$ 个百分
点。此外，)(#&年出现的 &件（套）成交额
在亿元以上的拍品，截至 )(#!年 &月 #&

日已全部完成结算。
继股市、楼市之后，内地艺术品拍卖市

场在近年来蓬勃发展，成为了人们最为关
注的投资领域之一。然而在光鲜亮丽表象
背后，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市场也存
在着种种难以根治的“顽疾”，特别是“结算
难”更是让拍卖行以及卖家头痛。原本应该
公开、公平、公正的艺术品拍卖市场，现在
却被“内幕”、“阴谋论”所笼罩，甚至一些
“国宝帮”也认为自己的拍品上不了拍卖
行，也因为暗箱操作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企业采取了开列
“黑名单”，拒绝习惯性拖欠款项的客户进

场交易，抑或诉诸法律手段追讨欠款等方
法，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由于拍卖行
害怕失去重要客户，往往会不了了之，这
也是为什么即使是大型拍卖行，未付款的
拍品还是存在着很多，甚至影响到了公司
的利润。

要根治艺术品拍卖结算难的现状，关
键就是要深入剖析“拍而不付”的内因。除
了极少部分的恶意竞拍之外，很关键的因
素还是目前艺术品市场的投机性太重，真
正的收藏者的比例非常少，许多藏家在竞
拍到了拍品之外，如果发现没有赚头，就会
拖着不付款，由此产生的“三角债”现象，将
成为影响市场的重要因素。
艺术品市场缺乏法律法规，没有约束，

谁都可以举牌，之后不结账。天价纪录与拍
卖市场拖延付款，几乎已经成为艺术品拍
卖市场的“中国特色”。艺术品市场如果出
现天价，一些人会说，这件拍品造假，如果
冷门拍品成就高价，人们就会怀疑其中是
否有局。天价拍品在高调落槌之后，其结局
往往低调地近乎神秘。这样的情况已经大
大制约内地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此次中国拍卖行协会提出“关注有质

量的成长”，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对于
拍卖企业来说，不仅要关注拍卖的成交额，
更要关注最终的结算率，这样的业绩才是
有质量的。

高人？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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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拍卖市场需要有质量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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