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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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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佳

! ! 文博界有所谓 !学院

派"与!民间派"#也有博物

馆和收藏经营界!两道"一

说$ 我置身所谓!学院派"

的博物馆四十多年# 深知

双方历来就有互相瞧不起

的偏执#但大都相安无事#

不乏朋友% 师生间的友好

关系$ 不过# 一幅苏东坡

!功甫帖"# 搅得双方剑拔

弩张#互不买账#有的甚至

祭出了!文革"式的刻毒语

言#有的直接闹上了法庭$

事发已经一年# 至今余波

不断#惊动海内外#社会氛

围极不健康$ 我感到有必

要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真所谓!尺有所短#寸

有所长"#我作为博物馆的

一员#不想%也没有必要去

列举博物馆的专家要比民

间的多多少#强多少#去与

!民间派"一较高低&更无

必要莫名其妙地去唱衰

!民间派"$ 民间藏龙卧虎

无人否认#但全国那么多

庞大复杂%!国之瑰宝"集

粹的博物馆机构# 居然是靠一批

无能之辈维持在那里# 同样难以

想象' (博物馆鉴定家为何越来越

弱) *的作者希望博物馆能吸纳民

间专家的提议#是个不错的主意$

目前# 尽管博物馆的人才制度还

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欠缺# 但博物

馆正规的录用渠道比较畅通#自

身的培养机制尚且有效#民间特长

人才的吸纳#早已通过多次知识竞

赛%综合考核#择优录用#发挥着有

目共睹的能量$ 作者应该知道#他

所在的上海#不少出色的%知名的

博物馆在职专家#就是从民间选拔

出来的$

文物鉴定# 确实深奥繁难#古

代就留下了不少真假难辨的伪作%

仿品$当今#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奸

商%犯罪分子以匪夷所思%瞬息万

变%几可乱真%防不胜防的作伪手

段# 把文物市场搅得赝品泛滥#由

此也对文物鉴定提出了近乎苛刻

的要求$ 不要说学术派与民间派#

即使在自身派别之内#文物鉴定引

起的矛盾也会发生$文博界经常举

办的学术研论会#就是不同观点交

流%交锋的文明平台$ 几年前盛传

有幅古画#在京沪两位如雷贯耳的

书画鉴定大师面前# 结论截然

相反#真伪两重天$吴冠中先生

在世时# 有幅被他亲自否定的

用他签名的油画# 拍卖行照样

不买账#不但打赢了官司#而且

被当作真品成功交易++我们

如何面对)很复杂#我不曾仔细

梳理过$

我热衷于古玉研究# 偏重

学术性$早年#在市场上交过学

费#失过面子#让我痛下决心#

虚心求教#潜心研究#结合自己

的考古专长# 取得了一些实战

经验和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在

与所谓的民间派的接触中#也

取得了一些与他们和谐相处的

技巧# 特别是牵涉到市场上的

文物# 我感觉千万不能逞能示

强#怕被人看低而轻率表态$因

为既为文物# 它们的价钱都不

会是小数目 ,有几房间假古董

的藏家不在少数-# 稍有疏忽#

极易伤了人家的自尊# 有的直

接会引起人际%经济%法律上的

矛盾或冲突$ 有些实在无法回

避的表态# 也最好采用旁敲侧

击#隐隐暗示的方式$ 当然#同

行老朋友之间则另当别论$

我可以为了一件玉器%一

个观点%一个文化现象#连发多

篇针锋相对的商榷文章$ 上海

有一批红山玉器痴迷者# 他们由画

家%企业家%离休干部等组成#其中

不乏能说会道者# 有的还出版过几

本专著$但凭我的经验#被他们视若

珍宝的收藏#大部分是新近的仿品$

而他们却不以为然# 可以和我滔滔

不绝地辩论一番# 甚至特邀我和他

们一起做央视红山玉器的专题节

目#与他们的观点大唱反调$有的还

很谦虚#邀我常来常往#帮他们敲敲

木鱼,意指经常提醒%提示-#我当面

戏称他们都是铁木鱼#敲不动$这种

身份上% 观点上似乎水火不相容的

关系# 没有影响到我们能够成为各

持己见#相互宽容#共同提高的好朋

友$ 我想#这是一种缘分#是一种应

该具备的豁达的态度$

事实上#不同观点#不同结论

的出现不可能完全杜绝#有些可以

慢慢地化解%渐渐地统一#有些则

是永远的悬案# 千万不可急功近

利$ 我们要以求是求实的精神#在

各自的岗位上心平气和地面对#孜

孜不倦地探索# 扬长避短地发挥$

至于个别心怀不轨%利欲熏心的害

群之马#我们必须从道德上严加谴

责%从行政上严加约束#从法规上

严加制衡$

! ! 当地时间 !!月 "日晚# 纽约苏

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间拍卖

举行$ 备受瞩目的梵高静物油画(雏

菊与罂粟花*以 #!$%#&$'((美元成交

,约合 )*%%亿元人民币-$ 据悉#买家

为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在国内艺

术品市场经历了前些年的亿元天价

之后整体回落的情况下#王中军在海

外市场上花费近 "亿元买一幅画#自

然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议论$

匿名网友! 如今内地市场要卖

掉一件上亿元的拍品可谓难上加

难# 而中国买家却在世界的台上一

掷千金$

匿名网友!隐约又见上世纪 +(

年代日本之盛况$ 西洋油画是美元

的载体#国画次之#偏属人民币的载

体#个中差别有奥妙$

匿名网友! 下一次登陆中国的

将是!向日葵"吗)

朱髙文（中画廊创始人）.中国
确实需要件这样级别的作品了$

侯宁（独立财经观察家）,折腾
吧#股市信誉没了就傻乐吧$

董国强（北京匡时董事长）.我
上小学时# 班里一个女同学穿着

一条海外带来的紧绷着屁股的牛

仔裤# 老师和同学看她的眼神就

像她没穿裤子一样#害得她课间跑

回家换了条裤子$ 今天#王总花了

六千万美元买了幅梵高#我看着网

上各种评论#突然就想起小学的事

情来了$

艺术头条 !"#! 如果你有了大

-./01#摆放无数的家具#不如挂

幅名画$ 一个大 -./01#挂了幅陈

逸飞的画#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想

一想#你如果挂的是仿制品#那又是

种什么感觉2"

新浪证券.!华谊兄弟" 老板不

差钱'回顾此前媒体报道.华谊王中

军称不卖股没法活. 去年三个月套

&亿元$

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花费上

亿元购买一幅画# 王中军并非第一

人$一年之前#大连万达的董事长王

健林花 !*%3 亿元买下了毕加索的

名作(两个小孩*$ 而据佳士得的统

计#在 3(!)年#中国买家在佳士得

全球销售金额中贡献了 334# 购买

金额较 3(!3年同期增长了 #34$我

们应该看到# 除了传统的中国艺术

品之外# 中国藏家对于西方主流印

象派以及当代艺术也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俏江南" 创始人张兰在今年

五月佳士得拍卖会上花费的金额高

达 )(((万美元$

对于中国富豪们对西方艺术

品的!痴狂"#许多人都将其与当年

日本企业家在经济泡沫巅峰时期

对于西方印象派追捧相提并论$ 其

实#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些富豪的

投资究竟是炫富# 还是有其他目

的#我们并不能马上得出一个明确

的结论$ 但正如在本周举行的华人

收藏家大会主题论坛上#复旦大学

教授葛剑雄发出的呼吁.!华人的

收藏家# 要有一种世界的眼光#这

种世界的眼光会给我们后代造福

无穷$ 我们的前人由于种种局限#

可能缺少这种眼光#或者虽然有这

种眼光#但却没有能力$ 今天#我们

要改变这种状况了$ "王中军等新

一代中国收藏家强势进入西方艺

术品市场#买走了顶级的西方主流

艺术品#至少说明我们的藏家已经

逐渐开始有了世界的眼光#而不仅

仅限于中国的艺术品$

记得葛剑雄教授的演讲中曾

经提到#中国古代的先辈#没有一

种世界的观念#而只有一种天下的

感念$ 上面是天#下面是天下#周围

是四海$ 所以中国古人看世界总是

站在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们是天下

之!中"#而周边都是蛮夷$ 这样对

自己文化高度的自信#曾经是我们

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也曾经

支持着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但这确实有局限#那就是看不到外

界的文明#因此#我们失去了很多

向外界文明长处学习的机会$ 实际

上#相互之间的交流融合#才是最

最重要的$

由此看来#当今的中国富豪们

从海外市场买回西方顶级艺术品#

我们也不应该以狭隘的民族主义

思维去看待#认为既然梵高的画作

能够卖四亿元#那么中国名家的作

品肯定是被低估了#而那些购买海

外画作的中国藏家一定是崇洋媚

外的$

如今# 越来越多的中国藏家

敢于在海外艺术品市场购回西方

顶级艺术品# 这是否意味着当今

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也在逐渐发生

改变呢)

你怎么看王中军3.77亿买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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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笔墨能否跟上时尚脚步
! 杨羽

!'()

! ! 近日#到沪上某女画家工作室参观#看到其正在为

某知名化妆品品牌设计台历$ 一打听才知道#由于这家

化妆品公司的老板非常喜欢她的作品#所以选择其中的

!3幅国画印在台历上#赠送给客户$

时尚和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亲密接触过.伊

夫/圣/洛朗借用荷兰抽象艺术大师皮特/蒙德里安的名

作(红黄蓝构图*设计出了举世闻名的蒙德里安裙#这也

许是最早将艺术与时尚结合的成功典范&日本艺术家村

上隆与著名奢侈品牌路易/威登的联手堪称经典# 村上

隆将小花%蘑菇%樱桃等绚烂多彩的图案印制在路易/威

登的各类包包上#变换成不同的搭配&美国当代最知名

的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与钟表品牌跨界合作# 推出每

块售价超过 &万美元的腕表$

不仅是海外的当代艺术家#中国本土的当代艺术家

也逐渐成为海外时尚品牌关注的对象$中国当代艺术家

丁乙应邀为爱马仕设计名为!中国韵律"的丝巾%蔡国强

与日本著名设计师三宅一生合作!爆炸时装"++

半个世纪以前# 人们非但不认为奢侈品是一种艺

术#还认为它是艺术的敌人$ 因为奢侈品要迎合的大众

文化#与艺术强调的艺术家个性似乎是格格不入的$ 但

是今天#两者的跨界却迸发出了最为耀眼的光环$今天#

当代艺术与奢侈品的甜蜜联姻#使得我们更加关注传统

笔墨能否跟上时尚脚步$

其实#国画与时尚的联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旅居

英国逾 &%年的华裔女画家张倩英#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就曾尝试将绘画生活实用化#好莱坞电影(苏丝黄的

世界*布景的中国字画都出自她的手笔$ 她也替意大利

纺织业设计中国图案#由迪奥,56789:8;< =8>7-公司采

用# 那种浅粉颜色的燕子梅花图案深受欧洲女性的喜

爱$而已故海派著名画家张桂铭作品的图案也被印在丝

巾上#还做成过表盘$ 沪上女画家鲍莺则和瑞士知名钟

表品牌罗杰/杜彼举行过联展$

然而#相比当代艺术#传统国画的这一步还是迈得

不够大#像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将国画印在台历上#还只

能算是!伪合作"$

尽管时尚品牌十分热衷于与艺术家合作# 但产品本

身给艺术创作带来的限制#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在国

画领域就更加明显# 这其实也给许多在国画领域苦苦探

寻自身绘画道路的艺术家一个提醒. 对于传统技法的泥

古不化#很有可能会使得自己的画作落后于这个时代$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唐云%程十发%邵洛羊%叶露

渊%李秋君%周炼霞等大师来到久新搪瓷厂#王个簃%俞

子才%朱梅林等画家到益丰搪瓷厂#与工人打成一片#半

天劳动%半天创作#画家们设计的精彩花样#使人耳目一

新$那个年代#许多老画家面临的新问题是.传统笔墨如

何适应现代题材$有人知难而退#有人杀出血路#并最终

奠定了在海派画坛的地位$

如果说当年国画家们画搪瓷#让传统笔墨为广大老

百姓所喜爱$ 那么#今天为了让传统书画作品为更多年

轻人了解并喜爱# 艺术家们还是应该跟上时尚的步伐#

只不过当年画搪瓷#今天可能是画丝巾%画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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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齐白石画作做成的茶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