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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溥儒（1896—1963），字心畬，出
身清宗室，由清德宗光绪帝赐名溥儒。其曾
祖为清宣宗道光帝旻宁，祖父恭忠亲王奕䜣，
父贝勒载滢，生母项氏，广东驻防旗。溥心畬
将其在恭王府的起居室和画室命名为“寒玉
堂”，在此生活、创作。溥心畬是我国近现代
美术的重要人物，其作品为张大千、于非闇、
陈巨来、启功等20世纪艺坛巨匠所推崇。8月
1日至10日，由西泠印社美术馆主办的“月明满
地相思——纪念溥心畬逝世六十周年寒玉堂
师生展”在杭州举办，本版特刊出策展人侧记
及部分参展作品，以飨读者。

溥心畬潜心书画，以良好教育得深厚学
养，辅以高逸笔墨，复杂心境，使其画作传达出
一种独特的气质。溥心畬的命运与赵孟頫、八
大、石涛何其相似——他们都因朝代更迭而家
世没落，然拥有超凡天赋最终抵达文人画的至
高境界。

今年适逢溥心畬逝世六十周年，国内外各
拍行相继推出其作品专题，在书画市场掀起一
股“儒风”。此次“月明满地相思——纪念溥心
畬逝世六十周年寒玉堂师生展”囊括了寒玉堂
十六位门生之作。

其中高贞白、萧重华、金道五、证和法
师、宁邸中均为其早年居北平时期的弟子；
安和与曾其分别为溥心畬在1946年和1948年
游南京、杭州时所收女弟子；江兆申、姚兆
明、高畹云、黄云溪、温碧英、汪佩芬、萧一苇
为渡海后的1950至1955年期间进入寒玉堂门
下，其中以江兆申、萧一苇在台影响较大，当
今著名的美学学者蒋勋就曾师从萧一苇学
画山水；陈隽甫、吴咏香夫妇则在渡海前后
一直跟随左右。

另外，溥心畬家族子侄辈中跟其学画者
亦有不少，其中以启功先生最为著名，此次
作品集中收录有两件启功早年山水，从中可
窥得一二。展览作品中另有其外侄毓崟山
水一幅、长女韬华绘瓶花一帧，韬华于1948
年嫁给西鹤年堂医馆少东刘一峰之子，1949
年后失去联系，作品存世极少。

溥心畬逝世后，寒玉堂弟子曾多次举办
纪念展，其中以1984年“寒玉堂弟子纪念心师
逝世二十周年师生联展”规模和影响较大，不
仅有数十位弟子作品，还有李墨云夫人借展
的十余件心师精品。今年适逢其逝世六十周
年，本展借“寒玉堂师生展”之主题，更显其追
思之意！征集作品将一并收录于《月明满地
相思：纪念溥心畬逝世六十周年寒玉堂师生
作品集》。 （文/任泽君）

月明满地相思
——纪念溥心畬逝世六十周年寒玉堂师生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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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品市场规模不断拓展，市场系统
状态越来越复杂，市场进化发展的不确定性越
来越大，研究与分析艺术品市场的难度也越来
越大。我们要研究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
这个核心问题，并探究其融合发展的前沿趋势，
就需要深刻理解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底层结构与
内在发展规律。

一、转型重塑的主要问题

当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转型重塑研究，实
际上就是对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现实在三个维
度上的深入认知：一是艺术品市场规模及其结
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突出的就是礼品市场
规模向价值投资市场规模的转化，即市场规模
结构发生了迭代；二是市场业态不断丰富及其
主导业态的进化与迭代发展，新兴业态正在成
为艺术品市场的主流与主导性业态；三是数字
化不断深化给艺术品市场带来的系统解构与重
塑的基本格局，这种解构与重塑不是局部的、应
激性的，而是全局性的、趋势性的。

事实上，在研究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
与体系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发现，其主要经历了
以下几个大的阶段：传统交易发展阶段、互联网
发展阶段、平台化发展阶段、基于数字化的数字
场景化发展阶段及基于数智化的数字场景化发
展阶段等。其实，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
融合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艺术品交易制度及
体系功能泛化与定位异化问题的讨论，只是这
种讨论，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面对新形态市
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重塑与建构，变得不再那
么重要与迫切。

但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研究

与探讨市场的交易制度与体系的进化与变迁，
对于探索中国艺术品市场新形态交易制度与体
系的建构意义重大。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乱象
的不断聚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与研
究艺术品市场的交易制度与体系问题，以求找
到更多解决之道，这个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就是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与功能的问题。

二、制度与体系的创新形态与标准

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一般包括艺术品
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的作用、交易中介的组成
和作用、交易价格的形成、交易的交割和结算、
交易系统的组成和作用及规范等内容。在学术
层面上，艺术品交易制度分为艺术品交易的流
程制度和规程制度，支撑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
制度的是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中国艺术品市
场交易体系主要包括：画廊、拍卖、博览会、艺术
电商、平台化交易（最突出的模式就是文交所）、
平台化+艺术资产管理、私下交易等不同交易体
系的不同主体、支撑体系与交易形式等的集
合。可以看出，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是指建立
在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基础上的艺术品交易秩
序与规程这样一种稳定而又被市场认可的交易
架构与制度建设。

研究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其
核心就是要分析与探讨艺术品市场资源在不
同交易体系中的有效配置。具体到交易体系
本身来讲，就是关注交易的参与性（即交易的
门槛）、交易的效率、交易的成本及交易的安全
性这四大问题。其中，交易的参与性是基础，
交易的成本是核心，交易的效率是关键，交易
的安全是基础。由于涉及市场支撑体系，交易

的安全性无法在短期内有所作为的情况下，重
点的工作就是通过进一步明确与强化定位来
不断提升交易效率。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
度与体系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两大值得关注
的趋势，一是功能泛化；二是定位的异化。如
果这两种发展趋势不加以认真研究，明辨其对
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作用与影
响，那么，刚刚得到发育的新形态中国艺术品
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可能就会从基础上失去
健康与有序发展的机会。

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的发
展由传统形态向数字化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有
三种趋势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研究，一是不同
交易制度的跨界问题，特别是作为在中国艺术
品市场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拍卖业的跨界问题
最值得关注。二是基于新的科技融合而形成
的新的业态的跨界问题。三是基于新的基础
设施而建构的新形态交易制度与体系。对待
第一、二种跨界问题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基于短期行为而导
致的投机性跨界，特别是拍卖业通吃式的跨界
现象，又要呵护可能产生新业态的交易体系的
生发。面对功能泛化与定位的异化现象，应该
如何去认识与分析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
的提升与进化呢？通过研究发现，判断一个交
易制度的好与坏，维度与标准最为重要的有五
个：一是看是否降低了交易的成本；二是看是
否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三是看是否有利于推动
交易秩序及市场规范的落实；四是看是否强化
交易的安全；五是看是否促进了交易生态的建
构。对当下的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来讲，重要
的首先就是明确定位，提升效率，发挥优势，做

大新业态市场规模。
在转型过程中，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

之所以要明确定位，提升效率，是因为在市场大
势出现问题、市场拓展空间受阻、市场竞争加剧
的时候，出现了以牺牲发展效率及增加交易成
本来换取市场发展空间的现象，并有愈演愈烈
的态势。这种趋势最为突出的表现有两个：一
是交易体系间不顾已有的制度设计而进行过度
的同质化式的跨界竞争。二是绕过制度设计与
交易体系的定位，通过设置条件及拓展功能的
方式，让本来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交易体系不
断泛化并迷失定位，在低效中吸引市场资源，冲
击市场交易秩序，降低运作效率，增加运营成
本。短期看是维护参与交易者的利益，但从长
远来看，是用牺牲效率的办法来获取发展空间，
这势必会降低市场发展的活力，压制市场发展
的动力。

在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及体系的进化发
展过程之中，我们既要积极支持基于科技进步
及新业态发展而出现的创新，更应关注艺术品
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本应有的基本特质——
沿着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向度，充分按照与交易
体系的定位发展相应的交易体系，并力图在规
范化、秩序化的过程中做大做强。而不是在低
水平的重复发展中相互跨界交叉，形成低层次
的恶性的同质化竞争，在功能泛化与定位的异
化中打烂仗，从而消解交易体系的生发能力，
阻碍艺术品交易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
形成。

三、数字化正在改变发展的前沿趋势

数字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艺术品市场交

易体系融合发展的前沿趋势。在这里我之所
以特别强调数字化对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
体系产生的重大的冲击，或者是重塑的重要作
用，主要是数字化带来的与以往艺术品市场交
易制度与体系的创新与变化不同，它不仅仅是
在传统交易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创新、融合
和拓展，更多的是数字化推进了交易环境与交
易模式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构与
更迭。由于交易环境、新基础设施或者是数字
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地完善与建构，艺术品市场
的交易制度与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交易
的中心不仅仅是交易双方、交易市场的平台或
者是交易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围绕数字场景来
构建完全不同的艺术品市场交易的制度与体
系，并以此为中心建构艺术品市场交易的生
态。从这一点上来讲，艺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
体系在数字化大背景下，实质上是进行了一次
颠覆性的重建，即以数字场景建构为中心，从
对象、机制、路径到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所以，在研究和探讨数字化对艺术品市场
交易制度与体系的建构，要以这个视角来重点
突破和探讨。

当然，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多元化的复杂状
态，现实中不存在像技术变革那样可以用一种
市场形态去替代另一种市场形态。艺术品市
场中传统的、创新的、数字化的交易形态，由于
其存在的基础、需求的层次的不同而处于一个
共生共存的状态，只是在这种复杂状态中，不
同的形态所起的作用在发生变化，主导性地位
在发生变化。这是我们在研究和探讨中国艺
术品市场交易制度与体系过程中应该特别注
意的问题。 （文/西 沐）

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体系融合发展的前沿趋势

明人徐上达在《印法参同》中拈出“疆理”
二字来论印，可知此老胸中不俗。岂止是胸中
丘壑而已，直欲乃疆乃理，疆理天下了。他说，
疆乃大界，理为小条。很简单，也很厉害，一下
子就超越了什么篆法、刀法、章法之类的法障，
直指本心了。大界就是疆界、格局、区划，是由
大到小、由外而内的；小条，就是条理，条脉，就
是理路，是内在的秩序。是虽变化万端，而细
寻细按仍然是井然有序的，是转关接窍，通前
达后，顾盼有情，委曲有致的。

变化无端与井然有序在条理的贯穿统领
之下竟是合而为一的，奇哉！这就是中国人的
乃疆乃理，大到分星分野、天下九州、井田制
度，乃至国家城池，中到苑囿庭院、堂庑宫室，
小到画幅棋盘、掌上方寸，无不如此。乃疆乃
理，圆融自足，于是方寸之地的印章就在这个
意义上同流于天地了。称之为掌上雅玩可，称
之为掌上乾坤亦无不可。

徐氏拈出“疆理”这样一个概念来论印，为什
么能够由表及里，十分精准地把握了印章一艺的
命脉？究其原因还在于其“疆理”的理念或者说
观念，最初出现在《诗经》《左传》一类的先秦典籍
里，这是与古玺印的起源和创造几乎同步发生
的，即观念与创造间有如禅宗所说的“啐啄同
时”，内外呼应，如同母子间生命的息息相关。

（文章选自刘彦湖《疆理——刘彦湖书法
篆刻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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