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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市场的财富效应吸引
着多方资本通过各种方式介入艺
术领域，在与金融资本接轨的过
程中，艺术品自身正在经历着商
品化、资产化和金融化过程。与
此同时，艺术品市场形态、艺术品
生产以及大众消费的模式都将在
资本作用下随着新媒介和业态的
介入而发生转变和变迁，诸如艺
术品质押、艺术品信托基金、艺术
品保险、艺术品众筹融资等业态
应运而生，艺术品市场进入了与
金融结合的新时代。

从早期的艺术赞助，到后来
的质押典当，再到当今的众筹融
资，虽然艺术金融在不同的时代
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万变不离
其宗的核心都是“资金融通”。艺
术品市场与金融的对接方式有多
种。第一种是金融资本直接介入
艺术品市场，通过私洽、公开交易
等形式将艺术品作为企业资产配
置的组成部分。第二种是金融资
本对艺术产业的资金支持。例
如，艺术产业机构通过股权、债券
和股票的发行及转让实现资金的
融通。第三种是艺术金融产品与
服务的创新，例如通过资金众筹
发 行 艺 术 品 基 金 等 产 品 。 自
2010 年中宣部等九部委联合出
台《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
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文件后，
中国艺术品市场迅速金融化，但
发展过程中仍困难重重。因此，
面对艺术品金融市场出现的新情
况，我们有必要对其理论与实践
进行整合与反思，从而为其今后
的发展提出建议与对策。

国外艺术品市场金融化研究现状

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
将利息借给佛罗伦萨政府以资助
教堂的壁画。荷兰黄金时代，伦
勃朗·范·里恩（Rembrandt van
Rijn）等艺术家在成立了股份公
司和股票交易所后，誓言在油漆
变干之前，将他们的画作贷款抵
押。这些应该是艺术金融的最早
案例。花旗私人银行（Citi Pri⁃
vate Bank）早在30多年前就提出

了艺术品质押这一概念，苏富比
（Sotheby’s）拍卖的金融服务部门
已成立 20多年。伴随着西方金
融理论发展的成熟，作为在传统
金融功能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的
新模式，艺术品市场金融化相关
研究如下：

1.关于艺术品市场投资：作
为艺术品市场的一部分，国外学
者很早就注意了具有资产属性的
艺术品作为投资与艺术市场的关
联，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艺术品
价格指数以及艺术品作为投资的
收益和回报率与其他资产的对
比。部分学者认为艺术品市场投
资收益率与传统金融资产相比并
不高：众多学者对不同时期的艺
术 品 与 金 融 资 产 相 比 较 ，
Worthington 和Higgs研究了 1976
年至 2001 年期间世界主要绘画
流派作品的风险和收益状况，发
现传统绘画收益率相对于同时期
债券、股票等金融市场的投资收
益较低，而风险较高。

然而，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认
为艺术品市场投资回报率较高，
艺术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紧密联
系：1995年，Chanel对金融市场与
艺术品市场关联度问题进行了研
究。他发现，艺术品的市场与金
融市场紧密联系。艺术品的市场
指数被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伦敦、
巴黎和东京的股票指数引领，且
价格波动滞后一年左右。

2. 关于艺术品市场金融属
性：早期研究主要关注金融化的
积极意义，认为通过资产分拆、打
包整合等方式的金融创新能够提
高资产的流动性，促进交易信息
的传导，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
但自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学
者们重新审视了金融化的影响，
发现资产证券创新过程中也可能
加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引
发潜在风险。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艺术金融
市场的细分领域，如对艺术品质
押的研究《中国艺术担保贷款市
场与美国模式的比较分析》研究
了美国的艺术品质押，认为不可

照搬美国的模式。对艺术品基金
的研究，诺亚·霍诺维茨（Noah⁃
Horowitz）的著作《交易的艺术：全
球金融市场中的当代艺术品交

易》中介绍了当代艺术品交易及
其价值创造过程，分析了当代艺
术品市场的内在运作规律，以及
不同艺术形式与商业市场的结
合，尤其是艺术品基金的运营状
况。Jeremy Ecksteinde 论文《投
资艺术：艺术作为一种资产类
别》谈到了英国铁路养老基金的
运作情况。这些研究涉及经济
学、社会、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
的交叉，为艺术金融的后续研究
奠定了基础。

国内艺术品市场金融化研究现状

随着艺术品市场与金融结
合的形态不断创新，此领域的关
注学者逐渐增多，有关艺术金融
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是
相对于实践领域的创新，国内理
论研究相对滞后。国内目前关
于艺术金融的相关研究涉及以
下几个方面：

1.艺术品市场发展方面
中国艺术品市场自古与经济

赞助不可分割。李万康（2012）对
艺术市场中艺术品价格与投资、
市场与供给、购买与消费、经营与
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阐
述和分析，并提出艺术品“典范”
价值的概念；李向民（2013）从经
济赞助的视角对艺术品市场发展
进行了梳理，将中国古代艺术赞
助分为上古至北宋的皇家赞助为
主、南宋至清前期（乾隆）私家赞
助为主以及清中期（嘉庆）至民国
的公众赞助为主三个阶段，并以
宋徽宗宣和画院的瓦解和富民的
崛起及清扬州盐商的衰落和上海
的兴起为划分标志。

从艺术品交易指数的数据
统计反应艺术品市场的变化。
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连续每
年对中国拍卖市场的数据进行
采集汇总，发布相关研究报告，
使用数据分析的方式将市场交
易现状以指数形式发布，为研究
者提供数据支撑；中央美术学院
赵力（2007）曾连续主持编写《中
国艺术品市场研究报告》系列，
分析每个年度艺术品市场发展
状况；一些大型拍卖机构如嘉德
拍卖、保利拍卖也在进行相关理
论研究，定期将以往拍品汇总归
纳，以图文记录的形式记录见证
艺术品市场发展。

从艺术品市场金融属性的视
角，艺术品金融化的发展促使艺
术金融产品的产生。上海大学文
化产业研究院西沐指出中国艺术
品市场将沿着“艺术品商品化→
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大众
化）”的轨迹发展，敏锐地发现艺
术品市场与资本结合将带来新的
机遇与挑战，并提出“艺术品市场
金融化”概念。中国人民大学黄
隽(2015)指出金融进入艺术市场
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通过投资融资

做大做强艺术品市场，在推动艺
术品产业升级换代、提高艺术品
市场效率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
用，应重点将金融工具运用到培
育艺术品产业链的形成上。李媛
（2018）从商贸流通的视角，以江
西省陶瓷艺术品领域为个案研
究，对艺术品市场金融化发展的
模式进行分析。徐锦熹（2018）采
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西方艺术
金融的发展路径、支撑体系、发展
动力的差异性以及发展主体的个
案进行比较研究，并总结出西方
艺术金融管理体制对中国的启
示。张志元等（2018）提出艺术金
融的发展要与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相适应，要防止不切实际地使用
金融工具，超越艺术品市场的发
展阶段，盲目推进金融与艺术的
融合。

2.艺术品价格与价值方面
关于艺术品价格与价值，我

国学者偏重于从艺术品的社会
性、文化性的视角进行，尤其是艺
术品的美学价值以及历史价值已
有共识。杨蓉（2017）基于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的视角对艺术品的价
值与价格进行论述，且使用博弈
论的方法对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价
格发现功能进行分析。还有一些
学者通过供求关系对艺术品价格
进行分析。王艺（2010）通过对以
艺术品市场进行分类，分为高、
中、低三类并分别对其供需状况
进行分析。在定价方法上，艺术
学科学者较多倾向于传统的经验
鉴定估值。经济学科学者将经济
学模型引入艺术品市场，通过要
素定价模型、特征价格模型等方
法研究艺术品定价机制，近年来
比较受到追捧。任伟娜（2016）将
艺术品价格评估的因素分为外部
因素与内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
再次细分，建立艺术品价格评估
的三层指标结构。

3.艺术品投资及风险方面
赵宇、黄治斌(2008)认为艺术

品在投资组合中占主要部分能够
分散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在这
种资产组合下，整体收益率可得
到提高，而风险可以降低。卓志
（2017）从金融学风险控制的角度
来进行艺术品市场的风险研究，

提出要创新艺术品保险，研究风
险管理机制，为艺术品及其市场
发展保驾护航。袁慧敏（2018）以
书画艺术品投资风险为研究对
象，通过剖析书画艺术品的投资
收益，分类分析书画艺术品投资
的风险，从风险控制和风险转移、
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市场机制建
设、艺术品投资人才培养等方面
提出风险管理的对策与建议。西
沐（2018）认为，在艺术金融及其
产业研究中，风险及其管控问题
是核心，艺术金融风险可以分类
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
险、流动性风险、政策监管风险、
法律风险、支撑服务风险、技术保
障风险等，建构艺术金融综合服
务平台就成为实现艺术金融风险
管控的必由之路。

结语

伴随着艺术品市场投资价值
的逐步放大，学者们对艺术品市
场金融化关注的焦点逐步转移到
了艺术品价值与价格形成机制、
风险管控机制的探索中，力求艺
术品的标准化研究。然而在追求
数理模型、数据支撑的过程中，对
艺术品的特殊属性不能忽略。艺
术品价值的判定是艺术品金融化
的核心，也是艺术品投资风险的
关键。有效的艺术品价格指数以
及恰当的模型设定有助于对艺术
品的价格的判定和对风险的把
握，数量经济模型的引入是艺术
品金融结合的必然，但不是唯
一。现有研究往往将艺术品作为
单纯的商品看待，对艺术品特殊
艺术特征的定性研究不够深入。
对艺术品的定价及评估应是经验
评价与量化评价的综合与平衡，
对艺术品个体的微观定价模型以
及风险评估模型的研究领域还需
继续深入。

艺术品市场金融化是货币与
艺术品相结合的途径与方式，而
其终极目的则是通过艺术改变人
类的文化生活。对于艺术品市场
而言，金融化模式的探索打破了
传统艺术品市场流通的限制。相
对于传统形式的艺术品交易模
式，金融化发展无疑等同于开辟
了艺术品交易的全新渠道，降低

了艺术品市场领域的门槛，有利
于通过多元化融资模式架构拓展
艺术品市场流通渠道，进而更好
地推进艺术品的流通，让公众能
够更多地、更容易地接触到艺术，
从而充分发挥其在文化传承以及
经济推动中的功用，而这也是艺
术 与 金 融 结 合 的 意 义 所 在 。

（文\祝捷）

国内外艺术品市场金融化发展研究现状

在中国当代书画大家中，霍
春阳先生的艺术造诣最使我感
到忧虑，忧虑他笔下常令人心
驰神往的美学意境和高华若朴
的人生境界或许难以被后学有
效继承与弘扬。因为艺术文化
的承继问题显然需要到位的认
知、不俗的才情及博爱之襟怀
等诸多能力才能予以实现，尤
其需要炼成圆融通透之思想体
系，否则，无力洞烛幽微，曲尽
艺术之妙。所以人们总说，尽
管有可能一无所获，但毕生所
有 的 历 练 与 努 力 只 为 顿 悟 什
么。那所谓的顿悟，实际上指
的就是“通透”二字。因此，霍
春阳先生尊古却不崇古，厚古
而不薄今。

霍春阳是中国当代公认的
文人画家的典型代表，具有深厚
的国学底蕴，在言行施教、书画
理念、价值取向等许多方面与传
统文人画家一脉相承，身上兼具
魏晋风骨、宋人雅意、元人静逸
等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家最重要
的气质特征，这也是书画鉴赏与
收藏最大的价值所在。正因如

此，他的笔墨里总是氤氲着难以
冲淡和轻忽的雅致的文人情结，
驱人玩味不休。

霍春阳凭简逸画风驰名当
代画坛，这一风格的最终形成
当然是随着他的历练、心性、学
识、审美等多层面多维度力量
的不断叠加、冲撞、平衡、合成，
乃至千淘万洗而自然沉淀下来
的，是一种自内而外散发的无
形无迹的文化性创新之美，以
大象无形之手，打上了利于绽
放个性之美的文化基因，比之
有形的表象创新，这种满载哲
理意味的智慧创造来得更为恒
定而美好，乃真正意义上蕴含
人性光辉的创变之道，亦是艺
术鉴赏、传播、珍藏最为倚重的
核心美学支撑。因为真正美好
的艺术是不随时代起舞的，是
超 越 一 切 时 局 与
偏 颇 的 永 恒 的 存
在 。 从 这 一 层 面
而论，艺术也就无
所谓创新了，需要
改 变 的 永 远 是 受
众 的 审 美 心 理 和
视 角 是 否 调 整 到
了 一 个 适 宜 审 美
的位置。所幸，那
些 无 有 形 迹 却 赏
心 悦 目 的 象 外 之
象，都可以从霍春
阳 创 作 时 直 入 遗
世独立、人画合一
的 忘 情 状 态 中 得
到印证，那是个令
人 感 怀 的 沉 醉 的
情境，如此一心以
意作画之态度，只
能万幅万个样，又
怎 会 重 复 自 己
呢 ？ 难 怪 端 详 他
的 笔 墨 总 是 透 显
清澈孤迥、言简意
赅之境。

霍 春 阳 曾 说
过，古代有许多名
家 大 师 乐 于 把 情
意 寄 托 在 花 鸟 画
的表现上，抑或向
自 然 花 鸟 的 纯 粹

之境靠齐，因为从古至今花鸟
的属性从未变过，其物性最自
然浪漫，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最
善解人意，而大艺术家们也往
往生性洒脱，精神超拔于天地
间，因此皆喜好亲近自然，多具
悲悯情怀。因之，霍春阳在开
展美术施教时格外注重把笔墨
关系譬喻为人生际遇，他认为
无论作画还是做人，都要遵循
顺天应时的大道之行，相生相
融，不偏不倚，物我如一，这样
才 能 不 愧 不 怍 ，永 葆 精 神 愉
悦。可以想见，所有伟大的寻
觅都是为了找到那个通透无碍
的自己，而当自己可以和天地
万物相融合一之时，那种经由
情真意切的超脱笔意营造出的
诗意世界，才能真正伫立起艺
术的本源真相。 （文\刘远江）

通透至要 意造乾坤
——霍春阳的艺术造诣

《说文解字》对“静”的解释是
“审也”。徐锴作注曰：“丹青明审
也。”也就是说，色彩运用适宜曰
静。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里，有
更为详尽的解释：“谓粉白黛黑也，
采（彩）色详宷（审）得其宜谓之
静。考工记言画缋（绘）之事是
也。分布五色，疏密有章，则虽绚
烂之极，而无淟涊不鲜，是曰静；人

心宷（审）度得宜，一言一事必求理
义之必然，则虽緐（繁）劳之极而无
纷乱，亦曰静。”从这番释义，我们
不难看出，古人将“静”视为一种崇
高的品质，无论是为人，还是为艺。

静静地写，才能让自己的精
神世界安稳下来，才能息心绝虑，
才能让自己手中的一管柔毫，将

“真我”挥洒于纸间。静静地写，
便有了闲庭信步般的从容与淡
定，便能够写得深入、写得凝练，
自然摒弃了潦草，摒弃了浮夸。

静静地写，才会对自我、对时
风有所反思：反思自己对风格选
择的意义，反思时风流行的利
弊。一位从艺者，只有不断地反
思自我，才能让自我更纯粹，让自
我的创作更贴近本性，也更贴近
艺术的本质，从而坚定自己的艺
术理想。同时，在对时风的认识
与解析中，才能独具慧眼，不为种
种幻象迷惑，才能从中发现哪些
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哪些是反艺
术本质的，才能借以为镜，做出既
符合自己的心性，又能助益于自
己审美理想实现的选择。

静静地写，是为了追求一种
至真至纯的美好。虽然与“静”相
对应的“动”，已成为当代艺术的
主旋律，已成为当代艺术家创作
时极力追求的一种效果，但我还
是希望自己的创作是一种静静的
书写，写出一种静谧的美好来！
当然，这种“静”绝非死寂，艺术家
主观追求的“静”，是宣泄放纵的
回归，是绚烂至极的沉淀。

道家古哲言“静为躁君”，我
想这应是金玉良言。人，只有神
安气闲，方能认识事物之本质，才
能超脱于俗务，不为外物所役。

《大学》第一章中也有“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
名言。释家则讲究禅定，而禅定
就是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专
注于一境。禅定必须由“入境”开
始，到“至静”，才能真正达到“寂
静”的忘我、无我境界。由此可
见，儒释道三家，皆以“静”为修行
的至高境界。

近年来我专注于小篆书体的
创作，沉浸于小篆那种玉树临风之
美，沉浸于那股飘逸洒脱的仙气！
沉浸在那种“婉而通”的优雅境界
里难以自拔。我想小篆这种独特
的美感，恰恰是由其简约纯粹的书
写笔法、由其一统而恒定的线条质

感决定的。要想将这样的一种美
塑造得完美无瑕，书写者波澜不惊
的心绪是一个必要的前提。而崇
尚典雅、优美的艺术创作，当然会
拒绝忸怩作态、刻意搞怪一类时髦
的做派，真正做到古人所倡导的

“发乎情，止乎礼义”，并在这样一
个基础上，实现“止于至善”的创作
目标和审美理想。

静静地写，才会得天地之启
示，将自然之美融入书写之中，才
能得丰富而自然之趣味，才会得
万千气象于毫端。静静地写，写
出生命的美好，写出生命的境界，
那境界里，就是我最惬意的影
像！同时，那也是我，对艺术之美
乃至世间之美最透彻的诠释！

笔精墨妙，书写的路正长，因
此，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写，静静地
写…… (文\冯宝麟)

静静地写

冯宝麟，1964 年生，河北
黄骅人。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理论
部主任、研究员，硕士研究生
导师，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书画艺
术研究会副会长兼书法艺术
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书画
协会篆刻艺术分会副会长，中
国文字博物馆书法艺术委员
会委员，河北省书画院副院长
兼篆刻委员会主任。

霍春阳，生于1946年，河
北清苑人。美术教育家、著名
书画家。1969年毕业于天津
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至今。
曾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主任，现为天津美术学院教
授、硕士生导师，天津市中国
画学会会长，天津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
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
化发展促进会理事，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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