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世纪 !"年代始，中国画坛出
现了“当代绘画”。尤伦斯们运用资
本的磁力，迅速催生了中国一批本
土的“当代艺术”画家并迅速爆红画
坛。同时，他们又熟练地运用市场
的魔力，培养出欣赏这类“当代绘
画”的新生代藏家，前后只用了大约
#"年时间。

笔者今天要讨论的是，世界上
的当代绘画的“样式”，是否就一定
要弄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类型
的面孔和语境？

中国的 !当代绘
画"应该有自己民族文
化的面孔

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态，决定了
其性格和审美，这种审美的表现形
态，就是其民族的文化“面孔”。一
个民族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面
孔”，才能在地球人千百年来人文基
因竞争的“丛林法则”中得以生存与
繁衍。

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用简
单移植别人的文化，靠满足西方审
美口味的绘画样式去期许求得在世
界画坛上的“话语权”，最终的结果
必然是被世界的绘画“艺术森林”所
吞噬。

要在当下世界的画坛上建立起
自己的“当代”绘画语言体系，首先要
有自己的艺术个性面孔。这张脸不但
要与洋人有别，同胞之间也不能千人
一面地去追求近似的表现样式。

文化是多元的，艺术也应是多
元的，有固定样式了，艺术就失去了

生命创造力。因此，当代艺术应该
有“许许多多”的表现面孔，千万不
要将“当代绘画”定格成求怪$审丑
的唯一样式与面孔。如果全球的当
代绘画都是近似的面孔，那只能说
明画家都在违心自己的文化属性
与性格，堕落到为了银子画“当代
绘画”的地步。

在“物欲”的现实中，在被市场
的手塑造和自我求塑造出来的所
谓中国“当代绘画”之面孔，并不能
反映中国的文化血肉，也没有西方
文化的内涵与灵魂，充其量就是西
方当代绘画样式的躯壳之符号罢
了。

中国的当代绘画
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语
境

中国的绘画其实始终不缺“当
代”激情，只是我们的当代绘画之
表现语境历来和西方的大不同罢
了。就算同为印象派宗师的米芾和
莫奈，在诠释自己的“印象”理念
时，语境也是差异巨大。

徐渭、扬州八怪等，以癫狂的
笔墨挥洒来发泄表达对时局与现
实的情绪，与当时的明四家和清四
王的画坛正统相比较，他们的绘画
不是很“当代”吗？倪云林笔下水天
苍茫的荒凉遁世情结和“八大山
人”翻白眼的鸟和鱼，都是在表达
对“国破山河碎”的悲愤情绪。

含蓄的情绪表达方式，是中国
文化的语境之特点，这是中华的民
族文化个性决定的。就像在西方的

文化中，龙代表着邪恶，猫头鹰却是
智慧的化身。所以，一个民族的性
格，决定了其文化的语境特征。
我并非说中国的当代绘画的语

境只能是含蓄的，咖啡、清茶甚至烈
酒和可乐都可以，但无论是当代绘

画还是传统绘画，都不能弄成只
有一张面孔，一种所谓的“直截了
当”的语境。画者与观者，亦应有
此意识。

一个民族的艺术语言 ，只有
用自己的文化语境去讲述，才会

是自然和动人的。
中国在工业技术上学步欧美日制

造，到现在的中国“智造”，花了 %"年。
相信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文化语境的
当代绘画艺术流，也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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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中的全球艺术品市场走势

当代绘画艺术非得是这样的面孔吗？#$%

!陈明

! ! ! ! )月 +日发布的《,-./. #0&'

艺术品市场报告》提供了有关全球
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重要数据和信
息，本文作者通过对这些现状的分
析，揭示了一个巨变中的全球艺术
品市场：美国藏家购买偏好的转变
导致艺术品市场销售格局的巨变，
欧洲大陆的拍卖行为吸引潜在买家
做出了重要的战略性调整，而艺术
品买家逐渐趋于理性的收藏观念也
改变了某些高价艺术家的市场发展
趋势。艺术品自由贸易区在艺术品
投机行为的驱动下，曾一度如火如
荼地大规模萌生，却在 %0&1年经历
了严重的下滑。这一切都真真实实
地展现了一个巨变中的 %0&+年全
球艺术品市场。

中国市场仍位居
全球第三

%0&+ 年全球艺术品市场销售
总额超过 210亿美元，比 #031年增
长 3*'4，美国仍位居全球艺术品市
场首位，市场份额为 %!(14，英国以
%24的份额紧随其后，中国市场保
持全球第三大艺术品市场的位置，
市场份额为 &54。

亚洲拍卖市场作为最大的洲
际市场，占全球拍卖市场 20(14的
市场份额，而 %0&1年这个份额只

有 )&4。中国拍卖市场以接近
!04的份额在亚洲市场占有绝对
优势。同期相比，%0&+年亚洲市场
总体拍卖销售额微跌 &(+4，中国
市场萎缩 %(+4。与整体跌势相对
应的是日本和印度市场分别有超
过 &004的增幅。日本市场的增长
显然与中国买家的跨境购买行为
有密切关系，而前两年传出的国际
顶级藏家投资印度市场的传闻，无
疑也从拍卖市场数据的变化中得
到了有力的印证。

为迎合中国买家的购买偏好，
欧洲大陆的拍卖行着力开发中国古
董市场，并取得了成效。%0&+年底
佳士得和苏富比巴黎成功上拍了几
件亚洲古董重器，欧洲大陆全年高
价成交的 &0件古董拍品中有 +件
为东亚艺术品。重新定位的拍卖策
略致使 %0&+年欧洲拍卖行的古董
拍品（&%10年之前制作的古董艺术
品）平均成交价格从 %0&1年的 &()%

万美元猛然上涨至 2()%万美元，古
董拍卖销售额增长 &!04。

从炫耀式消费转
向私密型收藏

在欧美等成熟市场的高端板
块，买家的购买习惯正在发生变化。
在公开拍卖市场上高调举牌天价拍
品的现象越来越少，更多的藏家选
择了低调的私下交易的方式，对于
隐私的要求是这种变化背后的主要
动机，而对于专业建议的需求和青
睐无疑也促进了转变的急速发生。
藏家的需求和购买方式的转变，导
致了 %0&+年艺术品和古董市场的
结构性巨变。

%0&+年全球拍卖市场的急剧萎
缩，拍卖与私下交易销售额比例在去
年达到 )'(1：+%(1，而 %0&1年这一比
例是 25：1%。美国市场降幅显著，拍
卖销售额同比跌幅高达 2&4，上拍
量下跌 !4，英国拍卖市场销售额跌
幅达 %24，上拍量减少 &+4。与公开
拍卖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下交
易板块（包括经销商市场和拍卖行的
私洽交易）销售的急剧增长。%0&+年
私下交易板块的增长幅度在 %06

%17之间，其中，全球拍卖公司私洽
交易总额超过 %0亿美元。美国艺术
品和古董私下交易的总成交额为
3+0亿美元，该独立板块已占据全球
艺术品市场总交易额的 %!*14。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达

更加便利，拍卖价格数据库在藏家
和专业人士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从
而增加了艺术品市场的透明度。因

信息不透明而受到诟病的艺术品经
销商们反倒成为了这一趋势的受益
者。一旦价格的可见性不再是购买
的障碍之后，专业性、对于作品、艺
术家和艺术史的解读反倒成了藏家
更加关注的焦点，艺术品经销商们
在这方面的优势便体现出来。

收藏品位的重大转变
%03+ 年全球艺术品市场的另

一个重要趋势是收藏品位的转变。
在当代艺术品市场中，买家不再盲
目追捧安迪·沃霍、托姆布雷等以往
拍场的蓝筹股，%03+ 年安迪·沃霍
的拍卖成交额下跌了 +5*54，从
%031 年的 1*%+ 亿降至 3*+) 亿美
元，托姆布雷在美国的拍卖成交额
下跌 1)4，部分高端交易转为私洽
方式进行。美国当代艺术拍卖市场
的平均拍卖价格跌幅高达 )+4，致
使成交额整体下跌 )14。
更多的藏家意识到与其跟风买

进几个艺术明星的平庸作品，还不
如收藏名气稍弱但质量更高的精
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以往被美国
藏家所追捧的现代艺术大师毕加
索，%03+年的拍卖总金额出人意料
地大跌 '34，从前一年的 )0亿美
元急剧跌至 5*++亿美元。发生类似
市场变化的还有去年刚在上海成功
举办大展的现代艺术家贾克梅蒂。
而名气稍逊或价格稍低的墨西哥女
艺术家弗里达、罗丹和芒更的作品
正从这种品位和潮流变化中受益，
成为新一代的市场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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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八卦之一金农的这种画风$在当时也很!当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