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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艺
术品市场的交易量在全球举足轻重，艺
术品的进出口规模越来越大。艺术品
作为资产的优质特性被不断认可，市场
综合业务进一步发展，新赛道的出现、
客户群体结构的变化，使中国艺术品市
场呈现出独有的特点。

一、挤出效应滞后

由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相对独立，中
国艺术品市场受国际艺术品市场挤出
效应的激发时，更主要是激发艺术品市
场的信心，并在信心聚合后启动市场发
展的行情。但这一市场行情受到内外
市场条件变化的影响，往往有一个滞后
期。特别是中国画和书法等中国独有
的艺术门类，在国际上和国内的交易差
异很大，难以直接对标。而在油画等国
际艺术品市场传统门类中，许多当代油
画家虽然在国际上卖出高价，但国内的
买家需要时间建立自己的审美，因此出
现了时间上的滞后现象。

2022 年国内市场拍卖总额大幅
缩水，市场上拍量和成交量减少了
30%-40%，仅有不到 9万件作品面世，
而2021年则有15万余件。国内外市场
在2022年的信心差距较大，在对高净值
人群的调查中，美国只有4%的人在未来
12月内不打算出售或购买艺术品，与之
相对的是中国香港只有36%的人计划购
买艺术品、34%的人计划售出艺术品。
就中国大陆而言，85%的人对于未来十
年的艺术品市场看好，高于世界80%的
平均水平。

二、提振市场信心是核心

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与
国际交流的机会也并不确定。在 2021
年拥有亮眼表现力的上海ART021和西
岸艺博会，二者作为上海艺术月的两大
重要看点，在 2022年 11月 11日前后开
展，之后由于多方压力被紧急叫停，成
绩不明，为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又蒙上了
一层面纱。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
不安，给我国艺术品市场带来的影响比
较大。

特别是 2020年至 2022年，线下活
动的不确定、地域交流受到阻碍，艺术
品市场的信心被一次又一次抬起又落
下，成为遗憾。因此，需要改善艺术品
市场发展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市场发
展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艺术
金融、艺术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为
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近几年政策对于文化行业的
扶持、完善相应税收激励、财政补贴等
方面做出了许多尝试，有效促进了艺术
品市场生态健康有序发展。而从市场
本身供给出发，不断优化艺术品质量和
品类，提升行业服务水平，致力于开发
中华优秀的文化产品，以标准创新为先
导，推进行业的结构调整升级，让更多
的人参与到市场中来，只有盘子做大，
市场的信心才能提振起来，人们的心理
预期也会相应的走向积极的一端。

三、两大战略取向是主线

中国艺术品市场在长时间的调整
与重塑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大环境的变
迁与市场系统越来越不确定的影响，近
来出现了两个大的发展战略取向：

1、二元结构的形成。收藏投资
市场作为资产管理的一大落脚点发
展很快，对于艺术品的价值与收益较
为看重；消费市场作为大众消费发展
也很快，越来越多个性化、接地气、通
俗化的艺术品进入到人民视野。价
值取向的差异化、社会环境的时代变
化导致了中国艺术品市场二元结构
的深化。

2、平台+生态的发育发展。特别是
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平台+生态的建
构与完善这一势头发展非常迅速，热点
不断爆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平台正在
逐渐进入市场运行链条中，行业正在不
断的洗牌。市场对于相应综合服务平
台的需求不断增强，以及围绕综合性服
务平台的生态发育和建构，形成新的市
场发展格局。

四、中国式现代化源于中国式问题的认知

中国面临的是中国式问题，要求
在发展过程中推进现代化的方式方
法，一是文化立场，要站在人民群众的
立场上，将解放思想与科学发展相结
合，为大众带来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
二是发展传统，立足于中华上下五千
年的文化，既不过分推崇西方画种，也
不片面夸赞中国画等传统艺术门类的
艺术作品，更好地把中华传统优秀文
化结晶与艺术品市场相对接，提升经
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力；三是时代趋势，
中国当代艺术家有许多都在国际艺术
品市场上成绩斐然，我们要顺应市场
发展潮流，将国际与国内相结合，利用
先进的技术发展平台，推动信息共享
透明化，推出更多优秀的艺术家和艺
术作品。

基于中国式问题，中国艺术品市场
的发展会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我们可以
叫做“中国方案”。

1、建构平台+生态的市场机制，推
动专业化综合服务平台的发展，对于

激发市场的潜在需求至关重要，推动
公共艺术服务体系健全、加大艺术品
知识版权保护，从艺术品市场现有的
问题入手，推动平台+生态的建设和完
善，引入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进入到这
个生态领域，从而形成艺术品交易新
模式。

2、建设现代化艺术品市场体系，
需要政府、企业、机构多方共同努力，
国内艺术品市场目前还存在巨大的潜
力尚未开发，资本的顾虑也是市场发
展的绊脚石。因此，建立现代化艺术
品市场体系也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
壮大的必经之路，只有建设好国内市
场体系，才能加强国际合作，构建艺术
品跨境流通新模式，进而将中国优秀
的本土艺术家推向国际舞台，获取更
大的全球艺术品市场份额，达到文化
输出的最终目标。

3、建构多样态的全球数字化场景，
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提供重要保障，建立全球艺术品网络，
加强对艺术品的版权保护，依托新兴数
字技术更好的打造艺术体验场景，通过
大数据、算法等对艺术品信息智能归
类，并依据客户信息进行精准化推介。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和产业升
级的需要，这种基于“互联网+艺术品”
的新的商业模式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和认可。

4、发展国际化与学术、市场共同
体，两个共同体与国际的进一步融合，
弥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鸿沟”。在中
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过程中，与国际很
难实现非常好的对接，关键问题在于
两个共同体没有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
过程中形成非常好的发展。这也是目
前学术界的一大难题，学术脉络、市场
体制的发展不同，导致国际化与本土
化出现了隔阂；而市场与学术的错位
也是由来已久。但艺术本身是具有感
染力、传播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
因的传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连通了
国内与国际的桥梁，透过艺术品本身
发展艺术品市场的国际化、学术共同
体与市场共同体，使三者进一步互相
渗透，共同发展。 （文/西沐）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独特性

赵孟頫的两封吐槽信札曾在
中国嘉德秋拍上拍出了 2.67亿元
高价，震动了整个市场。这两封
信是写给郭右之的，所以也称《致
郭右之二帖卷》。郭右之是谁呢？

他就是赵孟頫的好友郭天锡，
元代首屈一指的大藏家。郭天锡，
字祐之（右之），号北山，山西大同
人，后人常将其与镇江画家郭畀
（字天锡）混为一谈。晋人《曹娥
碑》、唐代神龙本《兰亭序》和欧阳
询的《梦奠帖》，都曾是郭氏珍藏之
物。因收藏《快雪时晴帖》，故其书
斋名为“快雪斋”。郭天锡精于鉴
藏，其题跋颇具特色，往往考证详
密，诗以赞之。至元二十七年
（1290）十月，郭天锡购得欧阳询
《梦奠帖》，欣喜异常，精心重裱后，
写下了一则长跋，其跋云：

右唐银青光禄大夫、太子率
更令、渤海郡欧阳询字信本书《仲
尼梦奠帖》，七十八字，前后“御府
法书”二小印，后有“绍兴”小印，
合缝处古印甚多，下跋一“吉”字，
未晓谁氏。庚寅十月购于杨中斋
家。悦生图书，亦曾入贾秋壑文
府。率更初学王逸少书，后渐变
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
得其尺牍，咸以为楷范。张怀瓘
云：“欧阳真行出于大令，自羊、薄
已后，略无勍敌。独永师恃兵精
练，议欲旗鼓相攻。欧惟猛锐长
驱，永则破胆夺气。”《法书苑》亦
云：“信本行书，蝉联起伏，凝结遒
耸，裁萧、永之柔懦，拉羲、献之筋
髓，比之诸势，出于自得。”此本劲
险刻厉，森森然若武库之戈戟，向
背转摺，浑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
弟一书也。

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对郭氏
所藏法书极为称许，曾作诗咏之，
诗云：“北山居士得何许，购取宁
论万金直。几年僦屋客江海，宝
气奎光夜相射。”著名词人兼书画

鉴定家周密，在《云烟过眼录》详
细记载了郭天锡所收藏的数十幅
书画名迹，并多次提到与郭天锡
一起鉴赏字画。在宋元更替之
际，大量书画巨迹流出，郭天锡依
靠其所交往的文人圈，快速地建
立了自己的收藏体系。王献之

《保母帖》原藏赵孟頫家，经请求
乃归于郭天锡。王维画作《孟浩
然像》，昔为周密所藏，后归郭
氏。郭天锡与赵孟頫交往尤为密
切，惺惺相惜，且受益良多。郭氏
所藏的《曹娥碑》《兰亭序》《梦奠
帖》等皆有赵孟頫题跋，大大提高
了郭天锡的鉴藏地位。而郭氏对
赵孟頫的书画作品赞许有加，曾
写诗“世人但解比龙眠，那知已在
曹韩上”赞叹其画马水平之高超。

赵孟頫在致郭天锡的书信中
称羡郭“优游闾里中，峨冠博带，
与琴书为友朋，不使一毫尘事芥
乎胸臆”，这正是对郭天锡作为文
人高士的生动描绘。郭氏通晓音
律，喜古琴爱吟唱，《困学斋杂录》
记载他拥有名琴“霜钟”和“万壑
松”。至元十六年（1279）四月，年
过五十的郭天锡与王恽、刘冲等
友人游览汴梁大佛寺，闲话间谈
起四十多年前汴梁城蒙古灭金之
战，郭天锡放声长歌，众人动容，
怀仰之思涣焉冰释。郭天锡以友
为重，广结人缘。郭天锡曾将珍
藏的米芾《珊瑚帖》赠送给好友季
宗元，后又将米芾所临的谢安《八
月五日帖》寄送给季氏。季宗元
十分感动，特意记录了这一段饱
含兄弟般情谊的收藏佳话。

郭天锡一生先官御史，后任
镇江判官，终于理问官。郭氏仕
宦经历平淡无奇，但因鉴藏巨迹
而名著于史册，今以诗志之：

祐之长歌好雅兴，万壑松琴
临水鸣。兰亭曹娥箧中物，不负
平生嗜古情。 （文/赵伟松）

琴书为朋不染尘：郭天锡

一个人要跨越多少道门槛才能成
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优秀的艺术家
与伟大的艺术家之间到底相差有多
远？我相信，邱振中是真正测量过其间
距离并把自己定位在最高层次而为之
付出艰辛努力的。这种至高的自我期
许、严苛的自律精神与多头并进的开拓
给他带来劳累的同时，也带给他多重、
丰厚的艺术背景。

以他传统样式的草书作品为例，其
样式、笔法等外示的形态完全是传统
的，但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感受到，在
草书空间性与时间性的自由转换上，邱
振中的草书已经与传统草书判然有别：
他修正了传统的空间构成方式，在时间
性（音乐的节奏感、篇章的整体性）的指
引下，建立起更为敏感的空间与时间的
和谐转换，类似于音乐中每个细小的音

符不可挪移性必须服务于整体乐章的
完整性一样，空间与时间的自由转换使
这种草书传递出与传统草书迥异的、非
常明朗的激扬顿挫的旋律之美。这种
草书牵涉的问题非常复杂。比如它的
空间上的点画、章法安排如何构成明确
的旋律——视觉如何转化为明确的听
觉暗示？毕竟草书创作不似演奏乐曲
那样按谱而行、有所依凭。在草书创作
快速的时间流程中“建筑”空间的精确，
无异于在无谱的状态下即兴作曲、即兴
演奏，它凭借的又是什么？显然，这都
逸出传统草书的问题范畴，而创作者在
创作时必须逐一解决。

众所周知，传统书法中草书的音乐
性是最为强烈的。传统草书只能依靠
多字的组合变化来实现整幅作品的节
奏参差——节奏是维系传统草书音乐
性的最小元素，节奏段调节着作品的行
气，行气贯穿整个作品即表示作品的完
成。但若把节奏当作最小的音乐元素，
这个元素不免过于庞大。以节奏组成

旋律、乐章——即使古人具备这种自
觉，其作品整体的旋律、乐章也必是凌乱
的。因此，我们只能说传统草书富有音
乐性。音乐性不等于音乐，而邱振中的
草书却让人明确地感受到那就是旋律，
就是视觉化的音乐。在此，邱振中至少
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精心挑拣最佳的
汉字组合，在创作之前对所欲书写内容
的每一个点画、空间进行音符化处理，由
此扩展到整个作品的旋律、乐章设计；二
是在创作时还要在草情的驱遣下、在一
种狂飙突进式的速度中使事先准备好的

“乐谱”转化为瞬间的感性表达，这无疑
是在钢丝上跳芭蕾。它要求创作者在创
作瞬间里，潜意识而非仅仅感觉的敏感
度具备一种无坚不摧的穿透力的同时，
还要具备一种强大的理性支撑的坚实
性，即在潜意识勃发的片刻里仍能感受
到理性精心打磨之后的精准。

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能量？
音乐史上，我们常以“集古典之大

成，开浪漫之先河”来评价贝多芬。贝多
芬的伟大一方面是其昂扬激荡的乐章与
时代的共响，那种扫荡一切的激情；另一
方面，他的作品又非常完整地浓缩了古
典音乐“理性建筑”的精神，极富古典音
乐丝毫不可移易的建筑美。而连接理性
与激情并使二者皆能得到极度申发的中
介是什么？是感觉？是潜意识？好像
是，又好像都不是。人类的词汇在面对
自己心灵的时候总是尴尬的。大概是考
虑到这种无法言说又必须言说的两难，
艾略特通常以“智性”来统称这种既与现
有概念交叉，又在现有概念之外的心理
能量。邱振中也常说，在自己的诗歌创

作与书法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我的理解是：诗歌创作固然为他的这种
草书创作注入了在书法和其他视觉艺术
中不容易获得的某种来自灵明的推进
力，但长期抽象艺术的创作经验、来自抽
象艺术理论与实践的支持同样重要。

邱振中在穷尽一切可能寻找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付出
自己艰辛的思考与劳作。在很多人看
来，这多少与他理论家不断逼进的思维
习惯有关。但我要说的是，在一个人类
艺术资源几乎被挖掘殆尽的时代里，在
一种文化艺术由传统到现代转换的决

战时刻，穷尽一切可以利用的人类艺术
思想资源，发现问题并将问题引向深
入，在前人的思维尽头找到路径，在各
种悖论与冲突中裁剪取舍，以争取自身
艺术能够“摄入现代人心底蕴”，能够实
现对艺术极限的超越——这几乎是任
何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艺术家、诗人或
理论家唯一可做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当事者只能
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对自身的苛刻
要求来获取进入历史的可能，用邱振中
的话说，“因为后人的检验将比我们严
格一百倍”。 （文/梁培先）

关于邱振中书法的一种解读

郭天锡在欧阳询《梦奠帖》后的题跋

1985-2022年全球艺术品和古董出口总额变化图

2021年全球公开拍卖市场的价值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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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振中 草书杜甫登兖州城楼
97cm×60cm 纸本 2018年

邱振中 草书李德裕赠圆明上人
64cm×45cm 纸本 2020年

邱振中 草书杜甫月夜 34cm×138cm 纸本 2012年

邱振中，1947 年生于江西南昌。1995
年至1997年任日本文部省外国人教师、国
立奈良教育大学客座教授。2008年任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水墨顾问。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美术馆展览资格评审委员会委
员，潘天寿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书法的形
态与阐释》《神居何所》《书法》《人书俱老：
从观念到机制》《书写性与图形生成》《中国
书法：167个练习》与诗集《状态－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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