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匆匆回眸，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经历
了从无到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表层
上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是改革开
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
物，但其本质上则是人们对于能够作为
中国现当代文化代表的艺术品价值的重
新认识和认可的过程，而油画市场作为
艺术品市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这
个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油画市场形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
要有足够丰富且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的艺术品作为市场资源。而回首中国油
画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向西方学
习、本土化以及国际化的过程，前后几代
的油画家们创作出的大量优秀作品，为
油画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丰沛的资源积
淀。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油画市场发展
的根本在于构成市场的各个组成要素，
诸如画廊、拍卖、艺术品博览会的充分发
展，它们是艺术家和收藏者之间的桥梁
和商业中介。通过它们，艺术家作品内
在的艺术价值最终得以呈现。按照发展
特点和周期，国内油画市场的发展可以
分成四个年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到1993
年；1994到 2005年；2006年到 2008年；

2008年至今。
改革开放之后到1993年这个阶段，

国内刚刚有了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萌芽。
1984年11月，美国石油商人哈默将陈逸
飞的油画作品《故乡的回忆——双桥》赠
送给邓小平同志，拉开了国内外收藏者
对于中国油画关注的序幕。

20世纪 8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国
内尤其是北京陆续出现了一些机构和
画廊，其中代表性的机构，如东方油画
厅、醉艺仙群体艺术画廊和北京国际艺
苑美术馆，这些画廊开始通过举办展览
的形式推出艺术家的作品，当时这些画
廊主要销售的是中央美术学院靳尚谊、
吴冠中、杨飞云、韦启美等艺术家的作
品。与此同时，国外的画廊以及工作和
生活在国内的外国人也开始在国内成
立画廊，将西方成熟画廊采用的签约代
理机制引入国内，开启了艺术家与画廊
合作的全新模式。

伴随着画廊市场的发展，油画也开
始进入艺术品交易的二级市场——拍卖
市场。标志性的事件当属 1991年香港
佳士得在秋季拍卖会举行了“现当代中
国油画”的专场拍卖，这场拍卖打开了中

国油画作品市场的另一扇门。香港苏富
比则在 1994年开始举行中国油画的专
场拍卖。而中国内地则先后成立了中国
嘉德和上海朵云轩两家专门拍卖艺术品
的拍卖公司，其中嘉德拍卖公司在成立
之初就设立了油画专场拍卖。

几乎就在拍卖市场发展的同时，艺
术博览会开始在广州、北京、上海先后
出现，成为艺术家作品与公众沟通和交
流的又一个渠道。例如 1992年，由吕
澎策划的广州首届 90 年代艺术双年
展，尽管打着双年展的名义，但它实际
上是一次可以出售作品的艺术博览会，
最终在该双年展上获奖的 27件作品由
深圳的一家公司以 100万元购得，周春
芽、王广义的作品都获了奖。这是很有
中国特色的市场操作方式。

1994年至 2005年是油画市场发展
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各个市场环
节的逐渐成熟使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发
展进入到了上升期，中国艺术品市场的
吸引力进一步增强，艺术家作品价格也
有了质的飞越。1994年嘉德拍卖公司
的首场拍卖就设立了“中国油画“专场，
当时该专场的成交额为196.13万元，而

到了同年的秋季，“中国油画”的专场拍
卖取得了 619.41万元的成交额。1997
年中商圣佳拍卖公司（现中贸圣佳）由
冷林策划了国内首场以“当代艺术”为
名的专场拍卖，该专场的大部分拍品都
是油画作品。

2004年，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英
文简称GIGE）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艺
术博览会进入专业化发展时期，此前
国内的艺术博览会参展主体主要以艺
术家为主，而国际成熟的艺术博览会
参展主体是画廊。伴随着国内画廊行
业的崛起，以画廊为参展和推广艺术
家主体的博览会开始在国内出现。画
廊的发展也带动了艺术区的形成，北
京 798艺术区、上海莫干山艺术区逐渐
由中外画廊的聚集产生了聚合效应，
这些艺术区的出现成为油画交易一个
新的场域。国内艺术品市场的活力还
吸引了一批亚洲、欧洲的画廊选择到
中国发展。

2006至 2008年是油画市场发展的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中国油画市场
进入到爆发期，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
市场的交易都非常活跃，油画市场上逐
渐形成了诸如二十世纪老油画、学院写
实、乡土写实、红色经典等若干交易板
块。中国油画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因 2006年苏富比拍卖公司在纽约举行
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拍卖得到进一步
彰显。这场拍卖引发了全球媒体和收
藏者的关注，最终取得 1300万美元的
成交。最大的亮点当属张晓刚的作品

《血缘系列：同志第 120号》以 97.92万
美元高价成交，成为该专场成交价格最
高的一件拍品。这场拍卖成为了随后
三年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价格飙升的“导
火索”。

而在国内拍卖市场中，老一辈油画
家的油画作品也接连创出高价。在北京
翰海2006年春季拍卖会上，徐悲鸿的油
画作品《愚公移山》以 3300万元成交，

“红色经典”板块中的代表性艺术家陈衍
宁 1972年创作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
村》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以1012万
元高价成交。同样是在2006年，吴冠中
1973-1974 年创作的《长江万里图》以
3795万元高价成交。这些成交价格都
刷新了其作者的作品拍卖价格记录。“新
生代”油画家代表刘小东的作品的行情

也进入爆发期，在中国嘉德2008年春季
拍卖会上，刘小东 2005年创作的《温床
NO.1》以 5712万元高价成交。张晓刚、
方立钧、岳敏君等油画家的作品拍卖纪
录几乎在每个拍卖季都会被不断改写。
曾梵志 1996年创作的《1996No.6》在香
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以7536.75万港元
成交，创出当时中国油画家作品在全球
拍卖市场的最高价。这件作品的成交既
是中国油画家作品价格达到阶段性历史
高点的象征，也是中国油画家作品行情
发展的转折点。

2008春拍至今是中国油画市场发
展的第四个阶段。尽管中国艺术品拍
卖市场在 2011年达到历史行情的最高
点，油画市场的成交额也创出新高，但
整体来看，油画市场近十余年都处于调
整期。原因有如下三方面：第一个原因
是2006年到2008年间油画作品整体涨
幅太大，导致价格增长空间被提前透
支。第二个原因是经过上一轮的市场
爆发，国际上收藏中国油画家作品的私
人藏家和机构有所减少，需求的降低也
导致中国油画家作品价格的下降。第三
个原因是油画市场的热点比较散乱，年
青一代艺术家的油画创作难以在市场上
取得更广泛意义上的价值共识。而此
前行情火热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
代表性艺术家的作品由于有太多同质

性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市场中，导致藏家
对于他们作品的“审美疲劳”，因此价格
回落相当明显。

尽管市场处于调整期，仍有一些艺
术家的精品价格创出新高，而近期引领
整个板块的力量来自以赵无极、朱德
群、常玉为代表的海外艺术家，国内引
领市场的当属吴冠中和曾梵志、靳尚
谊、陈逸飞。这些艺术家的共同特征是
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收藏人群，收藏力
量的多元分布使得他们的作品行情稳
定，他们的精品在 2011年之后开始突
破亿元大关。常玉作品《五裸女》以
1.07亿元高价成交，而已经与全球最知
名的画廊高古轩签约的曾梵志在 2001
年创作的《最后的晚餐》以 1.42亿元高
价成交，再次改写了其作品的拍卖纪
录。目前，在全球艺术品市场成交价格
最高的一件油画作品是在香港保利
2016春季拍卖会上拍的吴冠中1997年
创作的《水乡》，成交价高达1.98亿元人
民币。近现代油画家精品佳作的高端
市场行情比较稳定，但在创作领域，能
够立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着力表
现中国社会的变化，呈现出具有中国精
神气质和差异性的油画作并不多见，收
藏者对于当下很多的作品价值也是莫
衷一是，这是目前油画市场行情并不明
朗的主要原因。 （文/马学东）

中国油画市场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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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寇克让先生呈现的书法盛宴。
展品是其各体日常作品和一件大

部 头 的《复 兴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的 演
讲》——又名《奥林匹克宣言》，系现代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1893年的讲话，

全文九千余字——北京冬奥会之际，
“为奥运喝彩”组委会策划并落实了这
项以中国传统艺术宣扬奥林匹克精神
的特别活动，由寇克让用他独具风格的
草书写成150米的长卷。

规模通常不仅不是价值的保证，而
且规模越大，越容易摊薄有限的趣味；
不过，对于大手笔来说，情况刚好相反，
因为他能随着规模的展开，游刃有余地
演绎出前后激荡的无穷新意。寇克让
的这件 150米草书长卷就提供了绝佳
的范例。

寇克让研习书法几十年，他以超凡
的天资、渊博的学识、不懈的努力创造
出气势恢宏、意境高远、骨重神寒、情深
调雅的草书体势。

也许你不很了解他，但我相信这个
展览将会引起你的兴趣，因为寇氏草书
于当代潮流之外别开生面。此前就已
经有学者说过，“他为当代开辟了另一
条成功的道路”，古典而现代，根植晋唐
而又戛戛独造。

继承创新，是书法艺术的基本规
律，寇克让亦莫例外，但是，他的成功不
可复制。

其一，寇克让具有成为艺术家的极
高天赋。请注意，我说的不是什么“聪
明”，而是《大学》所说的“诚心正意”。不
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艺术创作，他的发心
都体现一个“诚”字，结果自然是堂堂正
正。他没有造作夸饰的时弊，而是一派
天机。这次展出的一件作品“无非天
真”，正是他的写照。

其二，寇克让具有常人无法企及
的学殖。他是八十年代有着扎实专业
素养的工科大学生，后来才拾起少年
时代的兴趣，重新开始书法专业的学
习。获得硕士学位以后，书法专业的
课程已难厌其意，他就在博士阶段转
向了古典文献学。他在这个领域的杰
出表现恕不铺述，但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他把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带入到书
法史研究的领域，取得了何等丰硕的
成果。仅一篇五、六千字的《平复帖考
释》（发表于《中国书画》杂志），就足以
影响学界。“历史性的突破”，“从张伯
驹、傅增湘到启功，寇克让圆了几代人
的梦”，只要你对该领域足够了解，就
知道这些评价并非虚誉。

其三，寇克让几十年深居简出，他
曾说“必须有闭门造车的经历”，然而，
这个经历一旦以数十年计，试问有多少
人有这样的勇气？有多少人有如此强
大的内心！

不可复制的成功少不了不可复制
的作品，这次展览足以说明这一点。补

充指出的是，寇克让的成功还表现在
他独有的书法逻辑：第一，临摹与创
作的高度统一；第二，各种字体之间
的风格统一。单看寇克让的临摹，像
帖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与其创作相
比，也并无二致，这是可以按验的出
入经典。寇克让于草书用工尤多，而
篆隶真书无所不通，草书以外的字体
也 无 一 不 打 上 极 具 书 写 感 的 寇 氏
笔意。

最后，我想说的是，书法原本是向
所有审美心灵敞开的世界，但进入这
个世界才发现其中不乏抱怨、傲慢、嫉
妒、暴戾等丑态，因此，看到几十年沉
潜恬淡、笃志安闲的寇克让是幸运
的。事实上，在寇克让早先寂寂无闻
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别具慧眼的人士
给予他以信任和期待，近些年海内外
知音更是与日俱增，所以我们既感谢
大隐于市的寇克让，也感谢不吝真赏
的这个时代。 （文/李永忠）

逸笔写五洲
——寇克让书法展序言

徐悲鸿 愚公移山 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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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 五裸女 油画

编者按：
近日，“逸笔写五洲——寇克让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分两部分展

示了寇克让近两年创作的百余幅书法作品。第一部分为寇克让在冬奥会期间创
作的150米草书《奥林匹克宣言》长卷；第二部分为反映个人艺术风格的日常作
品。书法家李永忠为展览写序，现将序言及部分作品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寇克让，1968年生于陕西岐山，1998年
入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2008 年毕业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获博士学
位。先后执教于广州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
学书法系。著有《书法没有秘密》《条条大路
通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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