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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 ! ! !近年来书坛乱得热闹! 这

边大师们粉墨登场熙熙攘攘"

那边主席愤然挂冠拂袖而去

#$我非圈中人" 不得不时常

提醒自己"不管这等破事"不操

那份闲心%

只是" 日前目睹某报堂皇

刊登大幅广告" 推出整整一打

的&书法传承人'"老夫的心不

由得一阵阵抽紧% 那一打&书法

传承人'的真迹"吆喝&甩卖'

!"#$块大洋% 此举本是商业行

为"愿打愿挨"旁人不便置喙%可

是这一拨人马来头实在大得可

以"&传承'的尽是我国历代赫赫

有名的大家"王羲之(欧阳询(颜

真卿(黄庭坚(苏东坡(宋徽宗(

米芾(赵孟頫(邓石如(吴昌硕等

等"乖乖隆滴东"吓死人啊)

老夫文化不高" 查检 *辞

海+等资料"方知&传人'&传承

人'的意思是,&继承某门学术或技艺"使之流传的

人'"&指直接参与文化遗产传承(使之能够沿袭的

个人或群体'"&世代相传' 也是其一个重要的特

征%于是顿然开窍, 本以为我国源远流长(精彩纷

呈的书法文化日渐式微"不料中华有福"我辈有

幸"横空出世了这么一打&传承人') 况且"&传承

人'里"说不定还真有书圣的遗裔(宋帝的血脉呐%

老夫见识有限"仅赖数十年从事出版的机

缘"时与历代法帖(碑版摩挲"落得个眼熟% 反

复端详广告上各个&传承人'端持的墨迹"其功

夫离上述大家的造诣差距何止千万- 我真担

忧,王羲之起死回生见之"亦恐会吐血鹅池)

按照现行做法"对著名文化遗产传承人的

认定"一般要解决好认定的标准和认定的权限

两个问题% 这批&书法传承人'的封号"不知采

用了哪门子的标准" 更不知道出自哪门子的

&钦令'% 标准随意"胆大妄为"划地为牢"独我

为尊"书坛不乱才怪% 可怜了"受尽此类忽悠(

蛊惑的芸芸众生)

当今社会崇尚自由"私下里你爱怎么涂鸦

就怎么涂鸦"爱封自己个&齐天大圣'头衔也

行% 但大众传媒乃公器也"&要防止商业化(庸

俗化'"不可误导公众"斯文扫地)

! ! ! ! %$&'年年底的时候" 国内许多画院纷纷

举行了年展% 像中国国家画院年展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举行"而上海

中国画院年展则于 %$&' 年 &% 月 *$ 日至

%$&)年 %月 &日举行% 一年一度的年展是画

院每年最重要的展览"它是画师一年来创作(

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 但也有观众表示"一些

画作似乎看不懂"另外一些画作似乎又是&老

面孔'"那画院年展究竟应该看什么呢-

今年" 上海中国画院年展的最大特点"

就是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利用其官方微

信搭建了一个画师看年展的平台" 施大畏(

杨正新(何曦等知名画师纷纷以自己的眼光

谈了对于年展的看法% 老画家杨正新表示"

特别理想的作品较少"建议画院应该在学术

研究方面强化% 画家何曦则表示"用心去画

画最重要"其实有时不只是技法上的问题%

而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则认为"当

下艺术创作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那就是怎

么样把画画得更好一点-是满足于自己日趋

稳定的一种形式呢-还是要在生活里挖掘更

多还没有挖掘出来的东西去进行表达-

施大畏的这个表述"让我想起了当下关

于&画院存废'的争论%

近年来"业界有一种言论一直在质疑画

院等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在市场经济的环境

下"通过财政拨款来&养'画家是否还有必要

呢-通过各大画院的年展"我们可以发现"画

院除了出精品(出人才之外"还有一点很重

要" 就是对于文化的一种守望以及探索"这

是市场所不能达到的%

&现在的画家可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一

个阶段'"这已经成为了业界的一个共识%即

使是当年的张大千(齐白石等"都会羡慕现

在一些名画家随便&涂抹'两笔"便可以换来

名车(豪宅"更不用说养家糊口了%但这种经

济上的富足"换来的却是人们对于书画审美

的日益模糊,究竟怎么样的作品才是好的作

品-在这种情况下"画院"特别是财政拨款的

画院" 不能以市场的标准来评判其成功与

否"而更应该看她为社会(为学术贡献了什

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画院的年展"就像是每

年的一份年终小结"交给社会来评判他们一

年中所获得的成绩%

看画院的年展"不仅是看画家的绘画水

平"还要看其对于艺术观念的探索"即他心

目中的绘画应该向何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

说"如果他的一幅作品能够被大多数人看得

懂"或者相比过去没有任何变化"这反而不

是一幅好的作品%但如果一位画家每年的作

品风格都在&标新立异'"也未必值得推崇%

但话又说回来" 市场的存在对画院也是

一种激励% 过去"藏家唯画院画师为选择购藏

的目标"以至于画家打破头也想挤进画院"各

级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大大小小的画院% 那些

进了画院的画家有的就躺在画师的身份上不

思进取"一招先"吃遍天"甚至吃了一辈子% 如

今市场的多元化" 让一些画院外有创造力的

画家通过市场机制也获得了成功" 这对画院

画师无疑形成了压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

是促进艺术的积极因素% 不管怎样"画院以及

画师们正面临着新的环境"新的使命"新的竞

争对手和新的淘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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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入 %$&)年"不少媒体在检讨过去一年

的艺术品市场" 不时有某地书画市场崩盘的

说法出现% 我认为"这种崩盘是迟早的事"而

且不止某地"也不止书画市场%

前些年" 在某地名家陶瓷市场异常火爆

时"我说这样的市场不出 &$年崩盘% 我这话

说了不过 '年"市场的骤冷就提前来到%我当

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认为"此等名家大师

陶瓷异常火的背后潜伏着几大危机" 其中两

条是,一(作品普遍落后的艺术观念和庸俗的

乡村品位" 远远跟不上中国的发展和人们眼

界提升的速度.二(支撑其火爆的主要力量之

一是&雅贿'"接受&雅贿'者不是爱艺术"而是

爱钱"不会一辈子守着一大堆占地方的瓷器!

根据接受&雅贿'者的主要年龄段来推算"&$

年后他们大多退休"可能纷纷出货兑现"冲垮

市场!但没料到反腐来得那么快"提前冲垮了

靠&雅贿'兴旺起来的艺术品市场!

这些年" 中国艺术界以及中国艺术品市

场的许多怪现象都与 &雅贿' 这个大环境有

关! 美术界(书法界的&官化'即源于此"因为

&雅贿'需要简单明了地估算出礼品的等级和

价值! 受贿官员大多不懂艺术" 所以要以画

家(书法家的&官阶'来划分价值! 于是乎"画

家(书法家们争相谋求在协会和画院的官位"

为此不择手段"包括行贿"因为一旦当上了主

席(副主席"院长(副院长"便身价百倍! 工艺

美术界之争评大师亦同理!在利益的驱动下"

甚至一些党政机构的官员" 在临近退休的时

候也纷纷谋求&主席'&大师'等艺术身份! 在

这样的氛围下"就形成一种规律,官越多"行

政级别越高的地方" 那里的名家作品价格也

越高! 地域化(行政化行情战胜了艺术价值"

改变了中国书画市场原来的价格阶梯" 京城

书画名家作品行情跃然力压群雄! 一些在历

史上盖棺定论的名家作品"由于存量有限(真

伪难辨或者名头不容易被不懂艺术的官员理

解等原因"不符合&雅贿'市场的需要"渐被边

缘化" 行情远不如那些产品容易量化的现任

主席(院长们!

许多炒作也是为了&雅贿'的需要!玉石(

翡翠(寿山石等价格飞涨! 因为&庄家'们明

白"不贵怎么送得出手-利用艺术品洗钱的背

后也有&雅贿'的影子!

&雅贿'环境下"艺术领域&官化'所涉及

党纪国法和道德问题在此且不讨论! 我们应

该看到"趋利动力下的艺术领域&官化'"令我

们的艺术生态恶化"并产生逆淘汰!世俗化的

追求笼罩了艺术界" 弱化了艺术家对艺术的

真诚表达和艺术探索的殉道者精神! 这样的

状况势必会弱化我国艺术创造力和阻碍我国

艺术进步! 去年全国美展" 大量作品观念落

后"矫揉造作"平庸媚俗"可见一斑!艺术家本

该是文明进步的弄潮儿(先行者(殉道者"如

今却成了&雅贿'市场的奴隶"艺坛官场的小

吏"极其可悲!

展望 %$&)年的我国艺术" 一些媒体(艺

术机构和评论人士最近也多有高见发表! 我

认为"最大的利好就是反腐"因为反腐使得建

立在丑陋的&雅贿'基础上的市场相继崩溃!

只有这样"艺术领域才会冷静下来!在无利可

图的时候"逐利者会毫不留连地自动退出"真

爱艺术的人依然会坚守"而且对他们而言"环

境还变得清净了!

不管艺术市场火爆还是冷清" 我们都不

要忘了尊重艺术规律" 不要以为炒作是万能

的!如果炒作是万能的"资本家为什么不把铜

炒出金价来呢- 那么艺术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呢-迄今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完全道清!但我相

信"其中有一个因素是必不可缺的"那就是人

心! 反观艺术史"那些能真正打动人心的"释

放出心灵真爱和自由的" 能推动文明进步的

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人类都不会忘怀!

我希望在 %$&)年"那充满贪婪和愚昧的

伪艺术市场崩溃得更彻底些" 还艺术一个清

净之地!但这样的想法未免幼稚"因为这个世

界本来就不是真空的! 所以"不管环境怎样"

艺术家和热爱艺术的人们" 更要相信并坚守

自己的真爱!要相信有怎样的我们"就有怎样

的中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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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伪艺术市场崩溃得更彻底 ! 林明杰

"世俗化的追求这些年一直笼罩着艺术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