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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黎明独出心裁的没骨人物画广
受关注并引发广泛争鸣，因提炼出了属
于一个时代的祥和及镇定，加之具有强
大的视觉表现力和心灵穿透力，他的艺
术成就逐渐成为国内外备受关注的焦
点与热点话题。毋庸置疑，人性是一切
人文艺术中最应该认真对待的表现对
象，因为人性本身对人类的过去、现在
和将来无疑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建设力，乃至引领力，因此人性需要不
断进化与完善。

正因如此，文学艺术千年以降皆以
人性为终极表现对象，且随着时间推

移，因小说艺术最适合刻画人物形象及
人性深度，小说的影响力数百年来长期
居于文坛核心地位，广受世界各国推
崇。无独有偶，绘画艺术同样对表现人
性世界情有独钟，也许也是出于同样的
见解，在绘画艺术的不同画种中，利于
彰显丰富人性的人物画显然最受关注，
而且画坛也把人物画的成就摆在最高
位置，学术界亦把人物画的表现置于核
心地位给予研究和推
动。这不能不说，人物
画的影响与其表现对
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迄今为止，田黎明
先生笔下所描绘的人
物形象从表现题材上
看大致可归结为如下
几大系列：

其一是都市文化
系列。该系列充满了
清新蓬勃的生命意识，
乃传统人文与时代语
境完美融合的产物，亦
有中西合璧的泛人文
创造印迹。其二是乡
村人物系列。此系列
满载纯朴自然的气息
和意味，是传统笔墨与
古老哲学在当代境遇
中的创造性发展和领
悟，是人类返璞归真意
识的当代诉求。其三
是 水 墨 人 物 肖 像 系
列。这个系列始终以
大开大合的表现手法，
精准表现一些社会热
点人物风采及具备典
型意义的古今人物形
象，此为艺术之眼和人

类灵魂的跨时空对视与相融。其四是
包括童年题材在内的回忆系列，借独到
的笔墨技法深情表现了人类对过往美
好时光的怀念和追想。其五是高士系
列。这一系列既可视为画家自身风骨
情怀的直观外化，也可看作画者乐于与
古圣先贤之高洁灵魂的跨时空对话
……也许田黎明先生的绘画系列尚可
衍生出许多类别，但无不经由其独创的

“融染法”“围墨法”“连体法”等高难度
技法予以深层表现，而且大多彰显“人
与自然”同体共悲的深切人文关怀，甚
至生发出超然物外、怡然自得的精神境
界，显示出画品难能的哲学品格和对不
偏不倚终极画道的无上追求。可以说，
田黎明先生深蕴自然之道的艺术创造
就是一幅幅“心灵与万物”共谐美的灵
魂画卷，是民族审美体悟、艺术审美表
达和人类善念导引的完美融合与发
展，非是“新文人画”，而是一以贯之地
秉持中国文人画精神在当代历史进程
中的全新表达。恰如刘勰在《文心雕
龙》中所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田
黎明先生似乎意在将过去、现在与未
来贯通合一，试图将水墨表现“实验”
艺术不断推向真正合乎天地运行大道
的正道上来。

与艺术领域的人性境界互为辉映
的是，生活中的田黎明的品行亦堪称
卓越，人艺合一，在人前人后均有良好
口碑，可谓当代画家中始终贯彻传统

“慎独”思想的代表形象之一。其中有
个生活细节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
象。有次，田黎明先生受邀参观一位
山水画家的个人学术成果展，他如是
中肯地赞誉道：“对于已取得一定成就
的画家而言，想要再往前迈出半步谈
何容易！可依我看，这场展览完全做
到了，从我个人的观感来说视觉颇感
震撼，纵横捭阖，气象万千，便知画者
已朝前足足迈出了一大步。”一般而
言，有成就的大画家在评价同行的艺
术成就时往往谨言慎行、欲言又止，但
田黎明却敢于吐露真言，率性而为，表
现出了博大的襟怀和直言不讳的勇
气，凸显出其人格魅力与艺术洞见，其
人性光辉可谓从宣纸聚力照向了生活
的宽广疆域。 (文/刘远江)

品鉴田黎明没骨人物画的人性光辉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起步晚，
发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后逐渐
蓬勃发展。三十年间，拍卖市场从江湖

“捡漏”到吸引资本注入；拍卖资源由国
内发掘，发展到从海外回流；中国顶级
文物艺术品价格逐步与西方文物艺术
品价格接近；拍卖行业也随之不断调整
和完善；民众对于自身历史文化的认同
感更加坚定……七月下旬，各大拍行

“2022春拍”已陆续开启，作为中国拍卖
行业的开拓者和企业的经营者，华辰拍
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见证了中国
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启动和发展历程。
回望来时路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立
足当下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思考，面向未
来又有怎样的拓展和布局？为此，笔者
对甘学军进行了专访。

拍卖机构的特色化生存

崔漫：您是老资格的“拍卖人”了，
华辰拍卖现在发展得很有特色，您给介
绍一下。

甘学军：我是最早做中国艺术品
的拍卖人之一，中国的拍卖人应该是
本土文化艺术价值的确认者、宣讲人
和传播者。正因为有这样的理念和实
践，华辰拍卖在国内市场上规模虽然
不算大，但一直是大家认可的骨干型
拍卖机构。现在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
是华辰影像吧，十年前我认为中国的
艺术品市场太单一，那时候卖油画的
没几个人，书画、瓷器的资源也有限，
这个影像不值钱但是影响很广。比如
说中国近代的历史风云变幻，这样的
历史都是通过图像来认知的，而且很
多早期的中国影像都是外国人拍摄
的。这一定是个大事情，你把这个事
情做起来了才会有人关注你，事实上
就带动了一个行业。因为传统的模式
已经没有想象空间了，一个没有想象
空间的市场资本怎么进入？一个没有
梦的市场怎么会有资金进入？怎么会
有人来参与？但影像拍卖给市场带来
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目前华辰影像是
最大的中国影像艺术品交易平台了。
市场需要增加新的品类，要走差异化
的道路，发掘有特色的新路径，需要有
先吃螃蟹的人，需要有一些开拓者。

崔漫：对于类似华辰拍卖这样的中
小机构，该选择怎样的路才能有一个更
好的未来？

甘学军：一是要走专业化的道路，
走特色化、个性化的道路，这是我一直
提倡的。开始从业到现在已经过去 30
年了，我依然认为做专业化和特色化是
中小机构的生存方式。二是要控制开
支，不要被一些现有的观念给绑架着
走，中小机构主要还是先要生存下去。
前几年我们华辰拍卖的办公地点从
CBD换到了城郊，降低了成本，很多人
表示不理解，但是不这样，我们怎么去

渡过疫情寒冬。我希望这可以给其他
中小机构做一个参考。

十几年前有一篇采访我的文章题
目叫《回到拍卖》，就是提醒大家根据
自己能力来做事，回到拍卖最初的状
态。比如我们中小机构，可能规模就
是每季 200件，我们可以更花心思选择
这些作品，做好每一件的招商，但是如
果扩张到 2000 件，就不是这个概念
了。所以作为中小机构，需要认清自
己的能力，了解自己的长项，走专业
化、个性化的道路。

另外就是要认识到市场的变化性，
这种变化包括市场参与者构成、价值取
向的变化、审美情趣的变化等等。这些
变化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中小机构更要
顺应趋势，早做好准备。

中国拍卖的三十年专业化之路

崔漫：中国拍卖业是随着改革开放
的进程而发展的。但在此之前我国的
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没有模板，与国际
同行的差距有200多年。您是中国拍卖
业三十年的亲历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和
思考？

甘学军：我从 1993 年开始参与创
建嘉德拍卖，后来又曾与中央美术学院
合作开画廊，也到荣宝斋主持过拍卖，
直到2001年创建华辰拍卖公司至今，一
个最切身的体验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
背景下，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
得到提升，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国际格局
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当初艺术品拍卖的主要招商对象
就是港台人士，他们的爱好和趣味取向
决定了大陆拍卖的内容和定价。记得
那时候齐白石的梅花，特别是没有设色
的水墨梅花是最不好卖的，因为香港人
说这是“倒霉”，而直到 2003年后，这种
局面才开始转变。那时候我曾经说过，
中国艺术品在市场上价位的真正提升，
要看中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和当代艺
术认知能力的提高。

崔漫：您刚才提到“要走专业化的
道路”，那么面对艺术投资金融的参与，
您是不是仍把专业判断和学术视角放
在首位？

甘学军：这是当然的。无论是金
融运作还是投资周转，专业判断是一

个很重要的前提。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专业判断换作一种共
识。因为金融需要有一个聚众效应。
没有聚众效应，金融无法发挥它的作
用。可是艺术创作是一个个性化的东
西，有时候价值判断也是相对个性化
的，我们把这种价值的判断能够通过
一个市场的运作转化为一定程度的共
识，或者是一个阶段或者是一定人群
的共识，这个就是市场和金融需要的
东西。因此，我认为我们专业的能力
应该表现在这上面，具体说有两个层
次：一是要用学术视角，要有对艺术价
值的判断能力；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
将这种判断得到有效认可的能力，这
个能力更为重要。怎么能使你的观点
得到共识、得到推进、得到认可，这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本领。

现在市场太过于依赖价格演变。
价格演变太快，脱离本体太远，然后风
险就来了，价格落不了地，我们现在的
问题在这儿。拍卖行业从业理念和运
营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艺术的人文
性和金融的普惠性要结合起来，所以
价格也要与学术推进结合起来才能够
形成合力，这样的价格才是有附着的。

华辰成立时，我们提出六个字：规
范化、专业化。这是核心。其实这不只
是华辰拍卖的特点，所有拍卖行归根结
底是做平台、做中介的，这是本质要求，
没有这两条就无法立足，无法生存。

面向未来需要把握的变革之势
崔漫：最近 NFT、元宇宙等“新概

念”频出，我关注到华辰2022年上半年
举办了多期线上“NFT数字加密艺术专
场”拍卖，在“万物皆可NFT”的当下，数
字艺术品似乎是NFT落地最快的应用
场景之一了，您是怎么看待虚拟物品的
资产化的？您认为带有金融属性的
NFT数字藏品前景如何？

甘学军：NFT的价值认知与传统的
艺术品的判断标准是一样的。在传统
的艺术品收藏领域需要认识一个艺术
品的艺术价值，NFT也是一样。它真正
的价值需要我们从头开始学习和表述，
探索新的价值体现路径。

可以说NFT是在高科技发展的背
景下，人类进入虚拟经济的价值维度，
所做的全新认知和重新编排。由于艺
术品的非标准性，让它成为NFT试验很

重要的标的，也成为NFT市场的宠儿。
就像你所说，它是NFT落地最快的应用
场景之一。同时，NFT拍卖也成为很多
艺术品最佳的推荐方式。这对传统艺
术品领域来说，是一种重新认识艺术品
价值的方式。

关于前景，我认为NFT的本土化很
重要。现在之所以很多人对NFT一头
雾水，其实是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需
要将其进行本土化的表达，另一方面需
要建立本土化的价值认知方式和体
系。就目前来说，我们也开始尝试建立
NFT拍卖平台，当然，这还需要在实践
中学习和摸索。

崔漫：目前，“新世代”藏家已经崛
起，在拍卖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他们的
消费行为、消费趣味以及关注点更加多
元化，正在引领一个“新消费趋向”，不
知您是否已经感受到这样的“新气
息”？对于这些未来拍卖场上中坚力量
的新藏家是否有专门针对性的设计和
布局？

甘学军：当下线上拍卖成了新的大
势，同时我看到吸引了一批新的消费
者，他们消费艺术品意愿强，大多数是
跨界收藏，对潮流的嗅觉敏锐、反应快，
就是你说的“新世代”藏家。现在华辰
就是用线上拍卖的思路来做线下拍卖，
不搞大体量，而是主打小专题、新现象，
用快节奏打通线上和线下，吸引“新世
代”的消费者。在继续弱化传统专场分
类的基础上，推出多个小型特色专题，
走小而精的体量的路线，打造不设类别
的综合性拍卖。

崔漫：您对“艺术和金融融合发展”
有怎样的建议？

甘学军：研究金融和艺术怎样去
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那句话，要把
艺术的人文性和金融的普惠性结合起
来。作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推介人应
该更宏观地考虑问题，从社会生态、金
融生态来考虑我们的运作方式和运作
理念，而金融人也是应该有更多文化
和人文的表达。可以设置类似“艺术
品金融”这样的部门，对中国艺术品市
场和金融市场的结合探索出自己的路
子。作为艺术品市场来讲，我们应该
紧紧地跟当代创作产生呼应，应该时
刻关注当代创作的价值发现和价值认
定。 （文/崔漫）

寻找特色化生存之路
——访中国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学军

久有写山的梦想，2017年4月19
日，梦想在山东曲阜石门山得以实现。

石门山位于曲阜市城北25公里，
山清水秀，花木长荣，树苍石古，人稀
景幽。山虽不高，海拔仅数百米，但
却是一座文化名山。两千多年前，孔
子在此传《易》；一千多年前，“竹溪六
逸”张叔明在此隐居，李白、杜甫两度
来此会友吟诗；三百多年前，孔子六
十四代孙、伟大的剧作家、写出千古
名剧《桃花扇》的孔尚任在此读书吟
诗多年。石门山也是我的故山，我出
生于曲阜阙里，少时曾与同学数次结
伴攀登。山中的含珠台、秋水亭、鹿
游岭、濯缨泉、孤云草堂等景物，特别
是山上大片的石晶石花岗岩摩崖给
我留下了深深记忆。今年初春由京
返乡再游石门山，在孤云草堂吟读孔
尚任歌咏石门山的诗作，随即以原韵
追和一首。孔尚任的原诗如下：
《冒雨过石门山后横岭口转寺前》
山头山尾拖翠长，吟鞭摇雨路苍苍。
不成村舍三家住，稍有田塍半段荒。
铺地云容如海市，遮天峰势似边墙。
溪回岭转无穷态，直到门前见夕阳。

我步先贤之韵追和：
《东塘先生旧有冒雨过石门山后

由横岭口转寺前一律偶经其处因追
和之》
溪转前峰静日长，翠微层叠接穹苍。
圣师传易道弥大，词匠联游迹半荒。
孤壁摩云开涧户，野藤络石护残墙。
出山泉水清犹昔，何必采薇念首阳。

一起春游的老同学和曲阜市有
关领导从文化传承角度着眼，提议将
追和诗写刻在石门山摩崖，并把开工
的时间定于4月19日。

是日晨起沐浴后，与老同学表秀
民，内子江继兰，内弟江继良，老学生
韦良成、孔昭君、孙宏庆及刻工邓师傅
等至山前焚香敬拜。拜毕，提斗笔，系
长绳，攀摩崖，上下移动，放笔直书。
天然石壁高低不平、起伏凹凸，写时须
左手牵绳，右手握笔，两脚前后左右挪
动，头或低或举，臂或弯或直，腰或躬
或挺，人半悬空中，上为蓝天白云，下
为涧户深渊，与平时在室内案头纸上
书写大不一样。可以说写山难度大，
收获也大。我岁至花甲，有幸于文化
名山写摩崖，于书法开始野战，难得之
良机也！野战颇辛苦，也颇快乐。攀
登于崇山峻岭，挥笔于悬崖峭壁，与天
地对话，与自然融为一体，创造环境艺

术，其中有真乐焉！
写至午后，上空忽降温润春雨，

须臾而止，细雨点打在摩崖上，更增
加了书写的兴致。雨后复斜阳，故山
阵阵苍。经过洗礼的石门山，流水更
潺潺，空气更新鲜，藤花幄香气更浓，
含珠台景色更幽，夕阳下的寺院老墙
更有韵味，玉涵峰顶的晚霞更加迷
人。此时此境，又引起了我的诗兴，
吟出《书摩崖字于石门山壁间骤逢山
雨须臾而止，纪以小咏二首》：

一
归来白发与苍颜，
纵笔青崖认故山。
回首孤云衔落照，
绝怜春雨洗烟寰。

二
雨霁林柯雀往返，
新花满山水潺湲。
华年心事浑如梦，
共仰危峰绝陟攀。

晚6时许，传拓专家高先生赶至
现场。高先生曾主持过邹城四山摩
崖的传拓，对摩崖石刻有深入研究，
他对如何凿刻提出了要求。

晚 7时与众友在山间小店共进
晚餐。餐后散步于山间小路，颇幽
静，闻蛙声一片。

夜宿石门山，睡前书“石门山游
客中心”牌匾，读《孔尚任诗文集》。

曲阜石门山摩崖刻诗是一系统
工程，先写后刻再拓，共书刻大字章
草九十余字，每字字径长约1米。自
2017年 4月 19日开工，历时六十天，
完成书写、凿刻、传拓全部工序。这
又是一个集体创作工程，先后有数十
人参与。我的一些老同学、老学生和
亲朋故交都多次前往鼎力相助。曲
阜电视台、济宁电视台、济宁日报的
媒体朋友跟踪拍摄报道，留下了许
多图文资料。这样的集体创作工
程，非个体的案头纸上创作所能比，
需要先进行实地考察和整体环境设
计，然后书写、凿刻和传拓。需要天
时、地利、人和诸要素，需要体力和
胆量。更重要的是，既要有文化传
承的意义，又要有创作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尝试。吾生前幸，有此良
机并顺利完成此集体创作工程，衷心
感谢曲阜市政府、石门山镇政府、石
门山管委会，衷心感谢参与考察设计
和凿刻传拓的师友，更要感谢苍天大
地圣山的厚爱。 （文/李一）

纵笔青崖认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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