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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大型艺术品拍卖公
司很早就敏感意识到，拍卖的传播
方式乃至拍卖的形式在 21世纪需
要不断创新，因为艺术品拍卖在本
质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

随着 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时
代的到来，大体量的拍卖公司进一
步通过互联网拓展业务和服务客
户群体，其中不少推出了自己的
App，诸如苏富比和佳士得这样的
国外公司还开设了中文的微信公
众号乃至微信小程序。这些举措
的目的是争取抢先占领潜在客户
的手机移动端口，进而抢先把这些
潜在客户发展成实实在在的藏
家。而利用直播的方式展示每个
拍卖季征集到的精品、请专家在现
场进行线上导览，乃至直播在纽
约、伦敦、香港和北京的夜场拍卖，
这对国内外大型艺术品拍卖公司
而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2002 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
从日本征集回来的宋徽宗《写生
珍禽图》就曾通过中央电视台进
行拍卖现场直播。而在全球艺术
品拍卖市场上，最轰动的一场艺
术品拍卖直播当属 2017 年 11 月
19 日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的莱昂
纳多·达·芬奇的作品《救世主》，
佳士得对全世界进行了全方位多
角度的高清直播，整个竞拍过程
持续了 20多分钟，吸引了全球 47
万人同时在线观看。这种精心的
安排和设计使得不在场的藏家们
也有身临其境之感，而现场电话
委托席的一举一动和紧张的竞拍
气氛既会左右线上竞买人的竞拍
决定，也使艺术品拍卖变成了一
种极具戏剧化和神秘感的大秀。

直播+带货是 2016年以来在国内的淘宝、
抖音、快手、B站等各种平台兴起的新的销售与
消费方式。直播带货商业模式的火爆，在一向
欢迎新型宣传营销手段的艺术拍卖界激起了新
的思路，但目前能否将这种模式无缝移植到拍
卖市场还有待观察。

纵观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拍艺术品
的最低成交价平均在 1万美元以上。佳士得
在纽约和伦敦对低价艺术品的价格设定是在
30 万美元和 22.5 万英镑，在中国香港设定的
价格线是 250万港元。苏富比在纽约和伦敦
对低价艺术品的价格设定是 40 万美元和 30
万英镑，在中国香港设定的价格线是 350 万
港元。因此，从价格上看，即使是拍卖市场上
低价的艺术品也比目前网红们带货的单价要
高出很多。而且带货销售艺术品的人必须要

有相关学科的专业背景，当然，可
以请专业的团队写好脚本，自己
按照脚本背出来就行，但艺术品
市场上的藏家对这种网红的直播
带货并不会轻易买账。因为，中
高端艺术品的拍卖是建立在拍卖
专家和买家智识链接的基础之上
的，只有那种富有艺术品专业鉴
赏知识且有人格魅力的专家才是
带货的最佳人选。最经典的例子
当属厉为阁画廊的创始人布拉
特·格 文 。 他 甚 至 都 不 用 开 直
播。2016 年，他在一次商务飞行
之前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张作品
图片。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他
刚下飞机就收到了数位藏家打来
的咨询电话，这张价格高达 2400
万美元的作品最终被一位甚至都
没有亲眼见过这张作品的藏家收
藏了。这位藏家之所以能够做出
这么大胆的收藏决定，是基于对
格文专业素养的高度信任。在线
上，买家对作品（图片、视频）本身
的兴趣和知识储备、买家和专家
的交流以及买家对拍卖公司品牌
的信任度综合在一起才会使买家
下竞买的决心。这种复杂的购买
动机显然也和购买普通商品有很
大差别。再次，直播虽然能使买
家了解作品的基本物理状况，但
艺术品同样需要上手和把玩，而
目前的直播技术还无法提供人和
作品接触后所带来的感觉和知觉
体验。

当前虽然已经有部分国内的
艺术品拍卖公司在尝试用直播带
货的模式来销售艺术品，但这种方
式还并没有被国内外其它艺术品
拍卖公司广泛采用。这些拍卖公

司在带货中宣传的主要是红酒、威士忌、潮玩、
珠宝、女士包、艺术衍生品等兼有普通商品和类
奢侈品特点的艺术消费品。这也符合最近几年
艺术品拍卖市场购买力分层逐渐清晰的趋势。

对于拍卖公司而言，直播带货这种新的销
售模式的确能给拍卖公司带来新的流量，但目
前这些流量并不能精确地指向目标客户群，带
来的实际效益尚且有限。比起追随带货潮，有
效利用视频号、抖音号、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和
ins号等新生的传播途径，设计适合行业需要的
销售方式，对今天的拍卖公司或许更为重要。
对于直播带货，拍卖公司在做之前必须要清楚
做的目的是什么，获取流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
在目标客户中宣传拍卖公司的品牌？还是在社
会上博取关注度？这些问题需要拍卖公司自己
的进一步思考。 （文/马学东）

直
播
带
货
艺
术
品
，靠
谱
吗
？

偶然读到一本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
环画《庄周论剑》，是《东周列国志故事》系列
连环画的一种，乍读就特别喜欢，有一种久违
的少年时代读《三国演义》的感觉，后来又找
到这个系列的其他画本来读，本本都画得
很好。

这一套书绘画质量不次于当年上海版的
《三国演义》，在画面上，有当年连环画的痕
迹，同时又明显借鉴了当代很多线描画甚至
日本浮世绘的形式，出现了多幅大画面占两
个图版的绘画。在国内画坛普遍认为连环画
创作水平下降的今天，这套连环画出版让人
感觉振奋。这套书是四川美术出版社默默打
造的精品工程，由连环画原创论坛策划，以民
间的力量，联络几十名连环画高手，花费十几
年共同努力完成。豆瓣上有的人追这套书追
了七年。而我也是在微信连环画平台才一本
一本读完。

我在想，自己为什么喜欢这样一套接近
传统线条的连环画呢？或许因为从小读《三
国》《水浒》《说岳》这些连环画，形成了一种视
觉经验，凡是与多年视觉经验相一致的就自
觉地接受，没有达到的则拒绝。

视觉经验也在发现并补充着，这几年，后
浪文化公司引进了大量外国最新的绘本，丛
书名之曰“后浪漫”，其中法国画家马克·安托
万·马修的《3秒》和《方向》，可以说大开脑洞
的绘本，给人不仅仅是画面，而是对连环绘本
都有了新的认识。作者以最简单基础的镜面
反射能勾连出一则“人与城市”的故事，“极复
杂”和“极简单”的完美结合，开了以绘本全景
全知循环的新篇。《方向》全书没有一个文字，
一个无名者跟随着箭头，从一维跨到多维，从
微观转到宏观，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忽一马
平川，忽纵横万壑，从推门而入的那一刻起，
有方向但又一片迷茫，确有博尔赫斯《交叉小
径的花园》的荒诞意味。看马修的作品，体会
出只有这种绘画才能表达如此丰富的意趣，
绘画的确有超出语言的力量。

如果有人问我，传统风格的《东周列国》和
“后浪漫”的新奇光彩，对比喜欢哪一种，我确实
不好选择，我觉得我都喜欢，不分优劣。在绘本
创作上，我始终认为传统要做到极致，现代也要
做到极致，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我们这
个时代审美多元，传统的有其市场，现代风格的
有其格局，所谓艺术的百花齐放，就应该如此。

除了《东周列国》，这几年的国内连环画，
还有几部也让人怀念。沈尧伊的《地球的红
飘带》，陕西作家李志武的三部曲《平凡的世
界》《白鹿原》《秦腔》，特别是《白鹿原》，其构
图、色调、氛围意味悠长，用简约的手法传递

出原著丰富的文学意味。他之后用十年时间
创作的《秦腔》，以长卷的形式表现，既可以裁
剪为块面，也可以形成一个整体，格调原始，
将商周的情貌特征勾勒得淋漓尽致，既有一
种荒诞感，也有一种神秘氛围，是当代国内连
环画创作中有益的探索。三联出版李昆武和
法国欧励行合作的《从小李到老李——一个
中国人的一生》（三卷本）以西方长篇漫画形
式画一个中国家庭几十年的变化，其中画了
一百多个人物，画面涉及工厂、农村、部队等
环境，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衣食住行、喜怒哀
乐都做了详细真实的描绘，是近年漫画式连
环画中的杰作。

连环画的历史远则追溯到汉朝的画像
石、北魏敦煌壁画到宋嘉祐八年刊刻的《列女
传》等，十九世纪晚期新闻连环画《点石斋画
报》到民国出现的古典名著系列，1949 年以
后，文化普及的同时，连环画也发展壮大，出
现了一大批精品。

考察中国几十年的连环画创作，凡是具
备扎实的功力，能够深入生活，专门到作品源
发地进行过生活体验的，又在传统基础上进
行改造、深化的，就会有精品产生。贺有直的

《山乡巨变》、丁斌曾与韩和平的《铁道游击
队》、罗兴和王亦秋的《林海雪原》都是那个时
代的精品。

绘本同其他读物所不同的是它的无可替
代性，它以图画形式对过去、现在、未来和幻
想世界的形象解读，简单却容纳量巨大，是人
们休息之际的阅读物，也是一种日常的艺术
消遣，更能在万千的图画之中，给人带来怀
旧、幻想、启示和视觉的享受。从二十年前流
行的几米绘本到当代“后浪漫”系列的热销，
人们对于绘本的热爱仍在继续。但在传媒形
式空前繁荣、文艺品种类别多样的今天，连环
画作为一种广泛的普及读物，其定位已与过
去大不相同。

当下图画绘本已经不完全是孩子的读
物，而是一种快销的成人读物。老版连环画
不断再版，很大程度上不是针对青少年，而是
为了满足成年人的忆旧需求。新潮类的绘本
则满足人们去发现，去猎奇，去感受另一个世
界。从绘本的内容角度来说，读者们已经不
满足于单纯的叙述，而从绘画本身来说，市场
对绘画的艺术性，表现的丰富性，图画本身的
内涵性，都有了新的审美，受众的要求是更加
精致化、艺术品化的作品。当代绘本已经是
一个相当综合的创作了，环境、背景、构图的
风格与文本的意蕴，都需要在创作中考虑，绘
画作者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创作中有
所突破。 (文/吴川淮)

绘本：不止于怀旧

崔振宽是一位独具个性的山水画家。陕
西这块曾经的“皇天后土”，曾经涌现过许多
在中国美术史上绕不过去的画家，比如唐代
的周昉、关仝、韩幹，比如宋代的李成、范宽。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崔振宽身上，研究

他所创立的“崔氏笔墨”，便会发现他的创作
的确可觅前辈画家黄宾虹的画风，但他还是
与其拉开了距离，创立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和
笔墨语言，这似乎已经不能简单地用“难能可
贵”来概括了。这里我准备从两个方面来加

以分析：
第一，崔振宽的绘画在竭力追求神秘的风

格。神秘就其本身而言只是个外在的氛围和
气场，构不成审美的主题要素，但崔振宽经过
近二十年追求，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神秘
的风格，已经将这个神秘的风格渗透到了画
家几乎所有的作品中了。古人云“山水大美
而 不 言 ”，而 不 言 的 真 谛 是 其 中 参 不 透 的
玄机。

首先是作品构图的神秘性。崔振宽喜欢
将笔触深入到画面的每个角落，完全不留空
白，从而实现了观众与艺术的二度创作。这种
满纸浓墨的构图形式，不是在挤压观众的想
象，也不是在排斥读者的创作思维，而是为了
把观者吸进那浓重的画面里，用神秘的艺术张
力把人的思维紧紧地攫住，使人的眼光只要一
过画面就会久久地盯住，想深入进去探寻个究
竟来。

其次是作品意境的神秘性。这个神秘的
意境究竟是什么，可能画家在创作的时候也是
不确定的，但是他要达到的方向始终如一，这
就是画家要营造一个深邃的苍茫的意境。这
就像画家作为关中汉子特质的层层皱纹，让人
看得到边却见不到尾，会产生迷离的幻觉和冥
想，不管是幸福还是痛苦都随着那斑驳的墨块
渐渐淡去了，只剩下淳朴的酣畅流进心田。另
一方面作品的意境飘忽不定。那飘忽不定的
意境在那组《华山系列》里更有精准的表现，画
家面对西岳山脊没有抄袭自己，去描摹“华山
雄姿”的全貌，而是瞄准一面崖壁精雕细刻，山
肌苍然，幻影重叠，诱人想进去剥开那一层层
神秘的氛围，却又忧心忡忡，步步惊心，生怕秦
岭深处会有隐士横到面前。我想，画家大概是
想表现对自然的崇拜，或是对沧桑历史的怀
念，抑或兼而有之呢？

第二，崔振宽的绘画表现了强烈的现代风
格。首先，是崔振宽笔墨的现代性。尤其他
用焦墨构造的一种形象语言，笔下的墨线如
闪电如斧劈，笔下的墨团如拳击如山倾，难度
之高实在是很少有画家敢坚持的形态。老画
家曾经读过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一个中
国现代水墨画展的图册，他对那些不知所云
的作品不以为然。他认为今天中国画的确不
能在昔日的笔意下徘徊了，应该确立当今时
代的思维定式，应该能够表述现代人的现代

精神，但这种现代精神绝不是那种精神混乱
般的妄语和涂抹。其次，崔振宽绘画主题的
现代性。他大多数作品都在试图去反映当代
社会的情绪，想通过画家的笔触揭开隐匿在
朦胧苍茫的气象里百姓们的酸甜苦辣，所以
他的作品诡谲而不怪异，沉重而不压抑。他
爱画风雨山坳、雪后高原、秋天林木，应依着
古人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笔下的
大山苍苍、大地茫茫、大水淼淼、大林浩浩，恰
恰表达了现代人对自然的反思。

尤其令我惊讶的是，前几年我曾在一次会
议上见到崔振宽一组现代城市题材的作品，我

万万没想到老画家居然将笔触还伸向了喧闹
的城市，描画了一组组森林般的水泥建筑。那
些高楼犹如山峰，楼宇耸峙，窗扉对出，浓厚的
雾霭之中独独不见人影，使人更感到压抑沉
重，急想逃避城市喧闹，回归自然田园故土，却
似乎左冲右突难以走出迷宫般的街巷。实际
上这正是一位中国画家对现代意义的思考，反
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冲突，反映了生活的苦与
甜，还通过笔墨反映了前进中的阵痛和幸福里
的忧患，其实就是一种悲悯的救赎。这种强烈
的现代思维，深深地浸透进画家那一幅幅城市
题材的水墨里了。 （文/阿莹）

神秘而强烈的崔氏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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