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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艺术品电商能走多远？

王槄近日发文说，从2013年夏天电商巨头亚马逊推出艺

术品频道以来，我国的艺术品电商也随之火热起来，他们对占

2000亿艺术市场交易额不到1%的份额发起了一波波持续的

猛攻。为什么说艺术品电商“失控”呢？实际上失控的是这些

艺术品电商人。现在互联网上热闹得很，一家家新艺术品电

商平台上线，爆炒自己；几家老的艺术品电商平台也不甘寂

寞，拼绯闻，拼眼球；与艺术毫不沾边的人也谋划艺术品电商

平台，美其名曰：抓住各种机会。王韬担心这些“失控”艺术品

电商能走多远，就现状而言，还没有一家有颠覆、掀起风浪的

能力，也期待真的有一条鲶鱼能出现。

中国画艺术进入重要转型阶段

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西沐在一艺术家评论中

说，中国画市场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其根源就是中国画艺术

已进入重要转型阶段。就当前中国画创作发展的格局来看，

总体上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在传统笔墨基础上的传承与出新，

可称之为传统中国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艺术，我们称之为中

国画艺术；二是游走出笔墨系统，融合观念、构成与视觉的理

念及其体验形式，更为本源、本质地直接将追求指向文化精神

与审美理想，更为直接、更重视体验的审美经验，使他们有了

更多共同的艺术特性，我把其称之为中国画当代艺术。中国

画当代艺术的发轫与兴起并不断成长壮大，是中国画发展不

断由经典形态向现代及当代形态转型的必然结果，虽然这种

结果一些人不愿意看到或不想看到，但历史不会为某个人或

某些人戴上有色眼镜。

艺术是超出使用和实用价值的那一部分

常看艺展的观众或许没少发出过“看不懂艺术品”的感

叹，四川大学教授、符号学专家赵毅衡认为，和国画、油画、版

画等传统美术门类相比，如今越来越多展示在美术馆的装置

艺术更让观众看不懂：几十个散落在地上的网球、七八根竹子

扎成一堆放进美术馆，都是艺术品。 怎么来理解它们呢？赵

毅衡打了个很简单的比方：物品都有使用功能部分和表意部

分，例如筷子，可以有使用功能，用来取食，作为表意筷子可以

是“怀乡”符号。“那么一双制作精美的筷子能让人欣赏，此时

筷子依然能够用来取食，一旦把筷子陈列在镜框里，就不可能

用来取食了，此时其艺术品格成为主要成分。”也就是说，艺术

就是超出物的使用价值与符号实用价值的那一部分。

文艺批评家要有胸怀、视野和判断

文艺批评家黑子近日说，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绝不应该像

苍蝇，而是要像苍鹰。要具有苍鹰一般的胸怀、视野和判断：

胸怀要正义、豁达，视野要开阔、明朗，判断要敏锐、准确。换

句话说，对于艺术批评而言，务必要具备一位专业批评家所理

应具有的客观立场、批评高度与批评态度，不是如苍蝇一般，

为了点蝇头小名小利，就把眼光和精力都局限与花费在了不

值一评的臭蛋身上，那样只会让自己变得和臭蛋一样臭，也只

会令专业的行内人耻笑。而作为一位艺术家，则务必要具有

一位真正艺术家所理应具有的脊梁和风骨，要以人品与作品

的双重魅力来真正赢得批评家们的认可，真正赢得学术界的

认可，以及未来美术史的认可！而不是像臭蛋一样令人恶心、

唾弃。这些才是当今每一位批评家和艺术家所要认真思考与

努力践行的地方。

记者 陈友望 实习生 郑成航

艺术品交易市场那些让人诟病“潜规则”，

诸如“不保真”“虚假交易”等漏洞将成为“违法”

行为。新修订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已于3

月15日开始施行，“制假、售假、假拍、拍假、假鉴

定”行为将成为重点监管对象。日前，市文广新

局、市艺术品行业协会召集了该《管理办法》的

学习会议。市艺术品行业协会会长席挺军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经过多年的迅猛发展，艺术品

市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现代经济业态。据统

计，当前全国艺术品经营行业的从业者近一千

万人，行业企业五万多家，交易市场三千多个，

文化产权交易额每年可达五千亿，这十多年以

来，仅价值过亿的艺术品拍卖就有三十件以

上。因此，2004 年出台的《美术品经营管理办

法》，已不能适应新时期艺术品市场管理与发展

的需要，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可谓是“众望所

归”。

监管全面，适应新变化新情况

艺术品经营全程化管理需要逐步进入轨

道，建立艺术品市场管理的环节、业态等基础，

从而使艺术品经营活动及其过程有法可依。席

挺军认为，《管理办法》就大局而言，更加适应当

前整个艺术品经营管理现状。首先，《管理办

法》坚持对内容的底线管理，调整了监管范围，

对艺术品市场实行全方位内容监管，突破了以

前的五个业态（画廊、拍卖会、博览会、美术馆、

市场）的划分，将网络艺术品、投融资标的物艺

术品、鉴定评估都等纳入监管领域。在此之前，

这些领域都存在监管空白。

其次，《管理办法》也明确了由文化部来负

责制定艺术品管理政策，监督全国艺术品经营

活动，建立艺术品信用诚信管理体系。“以前的

情况比较混乱，现在由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日常

监督管理工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这对我们

艺术品行业来说也非常重要。”

《管理办法》还建立了多个新制度，以促进

公开透明交易，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如明示

担保制度，尽职调查制度、信用监管制度、专家

委员会制度等。“这些都是构成整个艺术品经营

新时期新要求的管理框架，在以前的管理办法

中没有的”。

交易“保真”，压缩“五假”滋生空间

随着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的逐步提高，精

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艺术品爱好者

也越来越多。然而，艺术品爱好者因为各种原

因，在进入艺术市场时会经常面临“五假”——

“制假、售假、假拍、拍假、假鉴定”带来的困惑，

极大地制约着艺术品爱好者介入艺术品消费中

去。

本次修订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规范

艺术品经营秩序，促进艺术品交易透明。“《管理

办法》禁止经营来源不合法、冒充他人名义或者

以禁止交易的动植物为材质的艺术品，规定艺

术品经营单位不得隐瞒艺术品来源，误导消费

者；不得以集资为目的或者以非法传销为手段

进行经营；未经批准，不得将艺术品权益拆分为

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以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

交易方式进行交易。”如果经营“假”拍品，追究

下去将会是违法行为。“这些规定给我们行业定

出了底线，也给了消费者强有力的维权武器。”

尤其值得艺术品爱好者注意的是民事担保和尽

职调查的部分，《管理办法》规定，艺术品经营单

位对所经营的艺术品应当标明作者、年代、尺

寸、材料、保存状况和销售价格等信息；艺术品

经营单位应买受人要求，应当对买受人购买的

艺术品进行尽职调查。尽职调查所需出具的证

明材料可以是：（一）艺术品创作者本人认可或

者出具的原创证明文件，（二）第三方鉴定评估

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三）或是其他能够证明

或追溯艺术品来源的证明文件。如果三者皆

无，消费者就可以进行投诉。这些规定很严，但

《管理办法》并没有限制艺术品经营者的探索与

发展，它在运作方面如管理程序，审批权限等环

节做了简化。“以后老百姓买一件艺术作品，就

可以让画廊出具三种证明之一。这样一来，‘五

假’的市场也就会被大大地压缩，消费者对这件

作品就会更加放心。”

群策群力，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对杭州市来说，近期还由文广新局牵头，由

行业协会带领会员单位，就行业协会的作用和

行业标准的制定问题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参照

新的办法，对原来的行业标准进行了修订，出台

了《杭州市艺术品行业协会标准》”。这一标准

主要对杭州艺术品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做了些

细化规定，比如对从业单位的经营场地、注册资

金、专业人员以及需要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做到

“有人、有地方、有钱、有管理‘四有’的基本要

求”。

然而，艺术品市场面临的问题确实太多、太

复杂，如对买受人购买的艺术品进行尽职调查，

提供能够证明或者追溯艺术品来源的证明文

件，其实难度也不小。在恒庐画廊，签约的艺术

家会被要求出具原创证明（有画家签字、钢印、

作品照片，标明年代、纸质等信息），保证这件作

品从出自于创作者或是创作者本人认可，作为

该作品流传有序的源头。有时候，还请艺术家

与其作品合拍，或者在早前的作品上补款，再次

认定。但目前杭州有一百多个画廊，每个画廊

都有几十乃至几百件的库存，因为以前的管理

不是很到位，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没有相关的证

明文件。这些尽职调查的工作量就会非常巨

大，成本也很高。

因此，市艺术品行业协会正在考虑成立公

益性的评估鉴定机构，以行业协会的名义，为会

员单位提供免费服务。席挺军希望艺术品的尽

职调查和评估能够得到各界的支持，更希望得

到艺术家及其亲属的大力支持，使会员单位逐

步把库存的艺术品规范起来。杭州向来是艺术

品市场繁荣发达之地，席挺军呼吁社会各界更

多地关注和关心艺术品的经营管理，让经营单

位自觉遵守行规，让评估机构承担鉴定责任，消

费者也拿起“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促进杭州艺

术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规范艺术品经营管理
压缩艺术品“制假、售假、假拍、拍假、假鉴定”空间

让爱好者买到放心的艺术品 “毕加索走进中国”艺术展
5月北京展出

“毕加索走进中国”艺术展5月28日将于北京山水美术馆

揭幕。展览将展出毕加索83件原作以及由其好友、著名摄影

师爱德华·奎恩拍摄的记录毕加索生平的84件摄影作品。展

品来自5个国家的8位著名收藏家的近百件艺术真迹，总价值

10亿欧元，其中绝大部分作品首次在京公开露面。此次展览

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展出数量最大、价值最高的毕加索精品

原作展。

“未完成：看得见的思想”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布劳耶分馆开馆展

“未完成：看得见的思想”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布劳耶分馆

的开馆展，9月4日结束。从文艺复兴的达芬奇、拉斐尔到伦勃

朗、鲁本斯，再到梵高、塞尚，从头看下来，简直就是一部西方艺

术史的书写过程。所有参展的艺术品都是没有完成的状态，有

些确实是没有完成，有些可能只是看起来没有完成。这些未完

成的艺术作品，或是线稿，或是一方空白的画布，或是大的色

块；而这些恰恰使得艺术中的每一个点得以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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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考察杭州书法史的时候，发现其

第一个元素是非常久远的文明符号：良渚刻符。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个重

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因发现

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年~4150

年。从1936年被发现，到现在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考古发掘，分布于太湖地区的草鞋山、寺墩、

福泉山、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地的一系

列考古中都有新发现，其中2007年良渚古城遗

址的发现更是震惊世界。如今，良渚文化已经

是研究太湖文化，也是研究整个中华文明，甚至

是研究整个人类文化史的珍贵遗产。在考研

界，良渚文化也是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攻关的最

前沿的课题之一。

或许因为这个文化距离现实太过遥远，以

前我对它并未引起过多兴趣。虽然知道有这回

事，却只当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看待，不怎么在

心。最近因为想考察一下杭州书法史的脉络，

就看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不料一看进去

就觉得其味无穷，有许多线索深具研究思考的

价值。比如它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又比如

它与汉语言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联系和影响，

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它对于中国书画艺术的产

生和发展的影响和启示等等，都对我们有着很

现实的参考意义。

现在谈谈它与书法方面引起我兴趣的一个

话题：良渚刻符里包含着我们现代书画艺术原

始基因吗？这些看起来好像很简单，而又显得

很神秘的符号有没有与我们接通的东西呢？

随着良渚文化考古研究的深入，专家学者

们不断地在浙江、江苏和上海的考古发掘中获

得较多形态各异的刻画符号，据调查统计，刻画

在陶器、石器、玉器上的刻符总数已经超过600

个。这些刻符虽然也有一些是排列有序，或重

复出现，具备文字特点的，但总体上还是难以判

断其为文字、图画，抑或只是古人随手乱画的符

号。这类文字图画总量并不多，且大部分没有

排列规则。

那么，这些刻符是最初的艺术形式吗？这

些文字或者符号难道就是在玩的当中产生的

吗？其目的是什么？抑或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

性？虽然对于这些刻符，科学家们还没有作出

最后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我认为至少不能完全

排除这些符号中包含有“娱乐性”的成分。而且

无论这些符号是作为文字的一个印记，还是属

于史前艺术的一个例证，其中都具有走向于书

画形成的启示意义。这种符号中既有书法的影

子，也有绘画的影子，当然也有实用记录的影

子。

我对其中一只刻有5个符号的苏州澄湖贯

耳壶印象深刻。这5个符号好像都是几何图形，

但又有点接近甲骨文的形状。问题是排列散

乱、漫不经心，给人以非一次刻成之感。关键是

每个图案好像都有重复的刻痕，这种刻痕使我

们相信涂写者的技术不够娴熟，或者干脆就不

是正儿八经地书写，而只是在“写着玩”。看到

它，似乎看到了艺术发明人在无意间的一项创

造发明：玩的天性玩出了一种艺术或者文化。

其实我们现在仍然有许多喜欢书画的人仍然保

留着这种玩的天性，与这“良渚刻工”有着异曲

同工之“象”。

说到“象”，刘熙载在其理论书籍《书概》的

一开头就对书法作了一个定义，他说：“圣人作

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

书之用也。”他认为人类就是通过观察和模仿大

自然的“象”，并从中萃取出其中的“意”来，这样

就形成了文字和书法艺术。我们看到的这些良

渚刻符所表现出来的意味，虽然似乎与这种严

肃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相距甚远。却也包含着刘

熙载所说的“象”，并且这些“象”也显然藏有后

来发展为文字和书法的“意”在里头。与现在人

不同的是，古人更显单纯，在不知不觉中就使得

这“意”自然而然地包含在那些不自觉所产生的

“象”之中，浑然一体，难解难分。相对来说，当

今的人们书写的能力是更强了，而那种超然物

外的自然本色恐怕不如古人了吧。从这一点来

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向这些4000多年前的古人

学习吗？

看着这刻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随意性和任

性，我产生了一个臆想：古代文字的发明包括书

画艺术的发明，是否都只是类似这种“玩耍”的

产物呢？而在良渚文化中所发现的这些刻符作

品，如果既是属于文字的前身，也属于艺术品的

前身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说：人类的史前史

表明，艺术产生于玩耍之中。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好的

艺术品恰恰就是玩耍的产物的话。那么，我们

近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严肃的艺术创造就

应该从天真浪漫的探索开始。

良渚刻符：
艺术在4000年前天真而浪漫的探索

4月5日，张大千的《桃源图》，在香港苏富
比春拍中以2.71亿港元的天价成交，再创其作
品拍卖新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