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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丹

人们在创造、使用、收藏艺术品财富的时候，
到底是在创造、使用、收藏什么？意大利艺术家
莫瑞吉奥·卡特兰的《喜剧演员》和法国艺术家马
塞尔·杜尚的《泉》，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解。

2023年4月底，《喜剧演员》——卡特兰用
胶带贴在韩国首尔Leeum美术馆墙面上的一根
香蕉，被首尔国立大学艺术系学生当作免费小
吃取下吃掉，再次引发热议。该作品2019年以
同样姿态出现在美国迈阿密的巴塞尔艺术博
览会时，曾引起艺术圈轰动。那根香蕉是卡特
兰从超市随手买来，用灰色胶带贴在贝浩登画
廊展位的墙面上。展览期间，作品被行为艺术
家大卫·达图纳吃掉并录制成视频《饥饿的艺
术家》，两份拷贝的视频分别以12万美元被私
人藏家购得，第三份拷贝的视频涨到了15万美
元。对于《喜剧演员》在首尔被吃掉，卡特兰并
未介意，让美术馆将那位学生贴回墙上的香蕉
皮取下，补上了新的一根。

这种将现成物品转化为艺术品的做法，可
以追溯到一百年前。

1917年杜尚到百老汇大街一家卫浴工坊
买下一件普通白瓷小便器，用黑漆署上“R.
Mutt 1917”并起名为《泉》，送至美国独立艺术
家协会在纽约中央大厦举办的艺术展。这件
用现成日用品冒充的艺术品，被展览组委会认
为太粗俗、太有挑战性而拒绝，甚至被一位感
到恶心的委员砸烂。在传统认知上，艺术品更
多体现为物质财富。物质财富呈现为物质形
态，其生产是对物质成分和物质属性的加工，
如粮食和衣服。艺术家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
者，一定亲自完成艺术品的加工制作，就像农
民要亲自种植、衣工要亲自裁缝。

杜尚的《泉》，完全打破了艺术品的传统概
念。《泉》被拒一个月后，杜尚在《盲人》杂志发文
辩护称：“《泉》是否我亲手制成无关紧要，是我
选择了它，并予以它新的名字，使人们从新的视
角观看它，这样一来原有的实用意义被清除，而

启发了一种新的认识”。其后，画商和策展人与
他达成协议，将《泉》重制多件展览于世界多地，
成为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蓬皮杜艺
术中心等著名机构的藏品。2004年，《泉》还被
500位英国艺术家、艺术史学者选为20世纪最具
影响力的艺术品。让现成品摇身变为著名艺术
品的不只杜尚，还有用肥皂盒创作《布里洛的盒
子》的安迪·沃霍尔、用鲨鱼标本创作《生者对死
者无动于衷》的达明·赫斯特等。

《泉》《喜剧演员》等用艺术价值和市场价
格提示，艺术财富的核心在于其传达的信息，
而非其物质材料。

人类的财富按形态可以分为两类——物
质财富和信息财富，尽管前者也会传达一定信
息，但后者信息含量更大。创造和使用信息财
富，是对信息资源的加工、传播、整合和利用，
物质材料只是信息的承载者。按信息对物质
载体的依赖程度，可将信息财富分为三类：其
一，信息完全不依赖于有形物质载体，例如由
声波承载的音乐财富；其二，信息轻度依赖于
有形物质载体，信息不随载体形态的改变而改
变，例如由书籍承载的文学财富；其三，信息高
度依赖于有形物质载体，信息会随载体形态的
改变而改变，例如由木材、石材承载的美术财

富，即通常所说的艺术品财富。
艺术品财富的信息含量越多，与普通财富的

差别就越大，就越不容易受物质载体约束，以至
于像《泉》那样不必依附于具体哪个小便器，像

《喜剧演员》那样不必依附于具体哪根香蕉。换
个角度讲，某个小便器或某根香蕉能够成为艺术
财富，仅在于是否被注入了艺术信息。阳烁在

《对艺术体制的第二次嘲讽：论卡特兰的<喜剧演
员>》一文中指出，普通香蕉能够成为艺术品在于
其获得了艺术体制授权，并在杜尚以来的现成品
艺术谱系中找到了位置。由著名艺术家制作、被
主流画廊代理、在主流国际艺博会展出、引起行
为艺术家注意、引发艺术批评家讨论、被观众误
解，特别是被收藏家高价收购，一系列信息共同
构成了作为信息财富的《喜剧演员》。

当代社会物质财富日益丰富，人们对于财
富的需求逐渐转向心理层面和精神领域。艺
术品财富的信息性以及信息性的艺术品财富，
将成为艺术品财富创造、使用、收藏的核心。
（作者为李可染画院中国艺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什么是艺术品财富的核心
在榆林老城的夫子庙文化旅游街区有一

座“中国算盘博物馆”，当地厚重的历史文化为
博物馆积淀了丰富的底色。一个地市级的博
物馆何以标注“中国”二字，若不是夸口，必有
讲究。后经了解，此博物馆确能担得起这一称
号。 2022年 6月 26日，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WRCA）经过全面审核以及细致严谨的现场
核验后，认定该馆馆藏算盘达18888件，是世界
上“收藏算盘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中国算盘
博物馆”实至名归。

初入展厅，《前言》中“算盘……始终拨
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动，承接着中华
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文明气息，昭示着中
国数学的灵动和智慧”让人浮想联翩。转过
弯来，黄色珠子串成的《河图》《洛书》图悬挂
在眼前，这两部神奇的“天书”，古人称“数之
源也”，据说是算盘原理的根基。从最初的
结绳记事到河图洛书的出现，再到西周陶
丸，最后到算盘的三种起源说，从一个侧面
说明了算盘的起源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过多少代人、多少实践的不断接续才
得以完善的，饱含着算盘的深厚底蕴与传承
创新精神。由此想到：中华文明不也是这样
吗？一代代人的传承与创新，才成就了我们
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所谓“沧海何曾断地
脉，文明自是渊源长”。

展厅第一单元的标题“控带四时，经纬三
才”摘自徐岳《数术记遗》一书。这个单元主要
陈列和展示算盘的制作工序、古代的代表性算
法、古代算具、特型算盘和孤品算盘，同时展示
了部分精品算盘：偶数档算盘、苗族弓箭算盘、
军旅算盘、盒式算盘等。其中，让人印象深刻
的有三处，一是算法的演变，二是五花八门的
算具中那些十分罕见的算盘，三是挂图上的珠
算口诀。

那些特形、孤品算盘则凸显了部分馆藏算
盘的独特价值。其中有一把7珠14档孤品算
盘，是一把偶数档算盘。据了解，这是匠人在
制作过程中因设计不周而出现差错所致，这就
相当于错版邮票，因为稀缺，更显收藏价值。
这一展示区域，还有一把汉代时期的“算盘”，
其底板是青铜，算珠为陶丸，与其说是算盘，不
如说是算板，是今人研究古人数学思想的实物
佐证，可谓镇馆之宝。

第二单元“匠心细作、精打细算”，主要展
示和介绍适用于不同行业的各式算盘，除了大
量展示账房用算盘外，还有服务于盲人的触摸
式算盘，服务于幼儿教育的小型算盘，服务于
走商的便携式算盘，以及专门服务于珠心算专
用的比赛算盘等。从材质上看，有金、银、铜、
铁、玉、竹、象牙、水晶、大理石、青花瓷制作的
特殊算盘等。说起子玉算盘，乍听来，似乎是
某种玉质算盘，但事实大相径庭。在第二次鸦
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近代中国第一座海
军船厂——福州船政局成立，当时周懋琦奉命
担任船政提调，他接到制造巡洋舰“平远号”的
任务。但设计过程中遇到大量繁复、艰深的计
算问题，于是周懋琦带领一班技术人员设计出
来了一种上四珠下五珠的算盘，有非常详尽的
计量单位、进位关系和计算方法，可以快速计
算众多复杂数学问题，从而帮助船厂建成了这
艘著名的军舰。由于周懋琦的大贡献，此种算
盘就以他的号“子玉”命名。直至现在，这种算
盘仍有极高的数学研究价值。

经过由无数把算盘精心摆成的上楼通
道，就进入到第三单元——“吉祥如意，财运
亨通”。这个单元形象展示了算盘和传统文
化的巧妙结合。自古以来，算账体现着财富，
人们希望多算账，多进账。因此，算盘是被中
国人用来寓意招财进宝、富贵多福的吉祥

物。本单元展示的就是和传统文化结合、有
吉祥寓意的系列算盘，大体可分成八卦算盘、
民俗故事算盘、运势算盘、乐器算盘、家具算
盘、十二生肖算盘、宗教造像算盘等，辅以详
尽图注，让人感受到算盘和中国传统文化结
合后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游览至此，我
感受最深的有三点：一是算盘和五行八卦的
渊源，二是人们赋予算盘的吉祥寓意，三是中
国传统谜语、诗词和算盘的巧妙结合，可谓相
得益彰。

算盘的吉祥寓意丰富而美好，如八仙算盘
刻着八仙传说和人们对“男、女、老、少、富、贵、
贫、贱”这八种人生状态和境遇的思考，福禄寿
算盘则寄托了人们对幸福、吉利、长寿的祈福
祝愿，乐器类算盘则让人产生置身音乐世界的
联想等。其中最让我瞩目的是十二生肖算盘，
它们都憨态可掬又各具特点，如猪象征“豪放
谦和、朴拙憨厚”等。

最早的一首算盘诗——宋朝人刘因的《算
盘》也挂在墙上，很有启发意义：

不作瓮商舞，休停饼氏歌。
执筹仍蔽簏，辛苦欲如何？
继续往上走一层，就看到了四周都是算盘

装饰而成的一个相对空旷而又意味无穷的大
展厅。头顶上方用一整把金属算盘吊顶，算盘
珠子定格成2021.06.26字样，是本馆的落成日
期。侧墙用形态各异的算盘装饰成一个整体，
让人有置身算盘海洋之感。在行进方向一侧
的墙边，摆放着几把有所创新的日式算盘和带
显示功能的美式改进版算盘。这一方面说明
算盘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
算盘发展的开放性。

展厅尽头两尊雕塑赫然在眼前，还原了历
史上著名的《师生问难图》，与我国明朝时期珠
算家、数学家程大位有关。程大位著有《算法
统宗》一书，书中有一图，非常有趣，图中程大
位引导着学生，学生手里拿着一把少见的上三
下七珠的九档算盘，似乎程大位在出难题让学
生计算，又似乎是学生在问程大位可曾见过这
种算盘，情趣盎然。

我们暂停拨弄算珠，才会看清算盘经纬天
地的思想；我们舍弃有形的算具，才会悟通无
形的算理；我们停下忙碌的脚步，才能有时间
琢磨生活的真谛。正如一首算盘诗写道：

七子之家隔两行，十全归一道沧桑。
五湖四海盘中算，三教九流珠上忙。
柴米油盐小黎庶，江山社稷大朝堂。
八方天地经营手，六六无穷今古章。

（转自微信公众号“曾广闲文”内容有删节）

忆游算盘博物馆 领略千百年智慧

吴毅20世纪30年代之初生于日本，返国
后就读于澳门。196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
院，打下了从事创作的基础。当时这位渐露
头角的中年画家不仅有画家的眼睛，而且很
能吃苦。为了研究大自然，履痕遍及黄山、桂
林、天台、雁荡、峨嵋，也到过西北高原和华
北，长期同崇山旷野对话，和巨川大海谈心。

在技法上他不师一家，对沈石田、吴仲圭
和清初“四王”的线条，都认真做过分析研究，
在实践中不断综合升华，化古为新。西画的营
养，如构图及线条的音乐性、现代感等等，也不
排斥。对我的画法也能入能出，从不依样画葫

芦。心胸、胆识、气度、学问，本来因人而异，笔
笔像老师，便不是好学生。吴毅写南国风光绵
丽深邃，秀而不薄，云蒸霞蔚，草木清华；画西
北高原沉稳厚朴，雄而不粗，放而守法，以质胜
华，有历史感。他把自己的向往、阅历、赤子之
情，都溶化于笔墨之中，挥洒到笔墨之外，线条
犹如琴弦，颤动着壮美旋律和乡土诗情。看了
他的作品，很欣慰，也很振奋。

——刘海粟

有怎样的人生和对宇宙的感悟，便有怎
样格调和品位的艺术。多年来，品味吴毅君
的艺术，我越来越感觉到，他是一位永远走在
思考和探索路途中的艺术家。他的艺术语言
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在美感中有强烈的力
感，在他作品面前，你会有一种被他传达的理
念愉快地征服的感觉。他有执着的艺术追
求，又在有意无意之间的方式中流露出来，能
用这种方式表达，说明他的艺术已达到“化”
的境界了。艺术境界的高低，有技巧的因素，
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艺术家的精神趋向。
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吴毅的为人为艺：具有高
度的精神性。

——邵大箴

然善画者，初能与古人合，终则能与古人
离。吴毅合于古人者深，离于古人者远。其会
通中西，以传统笔墨为骨，复取西洋印象派之
色彩加以变化而为相，浓墨厚彩，其势如飘风
龙旋，鹏徙南溟，似天鼓雷音，震地裂山。其气
生于笔，笔遗于像。浩浩乎放乎南溟而不知其
津涯所际也。识者以为吴毅之画足为时代扛
鼎之作，知言哉。

——陈传席

吴毅老师画作，纵横淋漓，意兴遄飞，通
篇是不可遏制的郁勃涌动，气格之大，似难以

见容于纸端。以我偏见，远比海粟老人雄浑
恣肆，较宾虹先生的苍润华滋，更见局势的扩
张，若以老辈的眼光而下望，诚哉后生可畏。
海粟老人复出，见吴毅几厚册黄山速写，竟都
留在自己身边；亚明先生则从来对吴毅另眼
相看。他的画向来豪放重气势，不肯拘泥于
任一史说、派系或风格，也不愿核对山水画史
的历代画理；他所心向往之的总是大山大水
大气象：他早年沉醉于黄山的雄奇百态，晚岁
则叹赏昆仑山脉的无古无今。吴毅老师今已
八十多岁了，数十年来每天画中国画，我在中
国画的门外，算是见证了一位山水大统的当
代遗民。吴毅老师以山水画作成自己的叛逆
与承续，并以持久的豪情，回应这不属于山水
画的时代。

——陈丹青

吴毅艺术辑评

北京华辰2023年春季拍卖会于6月11
日至13日在北京伯豪瑞廷酒店举办。本季
拍卖一改以往固定的拍卖分类，将传统艺术
部分整合，分为中国传统艺术和现当代艺术
两个板块，并加大当代艺术分量。其中中国
传统艺术板块将中国书画与瓷器杂项等合
集呈现。并细分各类专题，用更趣味更学术
的形式展示传统艺术的魅力。现当代艺术
板块仍然坚持完整地呈现中国油画艺术的
发展脉络。林风眠、吴大羽、胡善余、苏天

赐、陈钧德等艺术家的典型风景、静物、人
物、抽象作品展现出20世纪先驱们的艺术风
貌。而从冷军、闫平、谭平、张大力等当代艺
术市场上的中坚力量艺术家的作品，到秦
琦、张英楠、陈彧君等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典
型力作，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近50年的发展
成果。中国书画部分共遴选出82件拍品，徐
悲鸿、张大千、齐白石、李可染、溥心畬、黄
胄、启功、石鲁、谢稚柳、陆俨少、刘海粟、张
仃等近代大家皆有佳作列拍。

北京华辰2023年春拍：趣味与学术兼具

中国算盘博物馆展厅入口

左图：莫瑞吉奥·卡特兰《喜剧演员》2019年

右图：2023年4月份《喜剧演员》在韩国展出时被一名大学生取下吃掉，该学生把吃剩的香蕉皮贴回墙上，并表
示，作者想传达反抗当代艺术的理念，而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一种反抗，“食物贴在那里就是给人吃的”。

吴毅 深壑流泉 66.5cmx44cm 纸本设色 1991年

吴毅 屏风九叠云锦张 64cmx95cm 纸本设色 1978年 吴毅 荷塘清趣 95cmx69cm 纸本设色 2004年

吴毅，生于1934年，祖籍广东，1937年
随父母全家移居澳门。毕业于南京艺术
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1980 年被聘为南
京书画院画家，同时当选南京市美术家协
会理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3年
被推选为南京市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
1985年旅居纽约至今，现为南京书画院终
身荣誉画家，南京书画院名誉院长。出版
有《吴毅山水集》《吴毅画集》《吴毅山水画
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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