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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草书大家中，王铎
极负盛名。吴昌硕认为王铎“有明
书法推第一”，康有为说吴昌硕的书
法“笔鼓宕而势峻密，真元明之后
劲”。沙孟海也曾评价道：“（王铎）
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
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
主”。甚至有海外书家拿王铎和王
羲之做比较，认为“后王”（即王铎）
胜“前王”（即王羲之）。其草书笔法
精妙，气势磅礴，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和影响力堪称一流。

王铎（1592年—1652年），字觉
斯，号十樵、嵩樵等，因出生于河南
孟津县，故又被称为“王孟津”，有

“神笔王铎”之誉。王铎于天启二年
（1622年）考中进士，入选庶吉士，历
任太子左谕德、太子右庶子、太子詹
事、南京礼部尚书。弘光政权建立，
出任东阁大学士。顺治元年（1644
年），跟随钱谦益降清，授礼部尚书、
弘文院学士、太子少保。

王铎的草书，用笔流畅而富有变
化，墨色浓淡相宜，章法错落有致，如行云流水。其
草书作品常以大字为主，形制不乏长卷、巨轴，无不
开张奔放，给人以豪迈激昂之感。此幅草书自作诗

《三宿岩》为绫本巨轴，释文为：“不知何代寺，终古
驻斜曛。客至寻（碑）版，僧眼梦洞云。战争前宋
事，吴楚大明春。江外猿声急，泬寥几客闻。三宿
岩作，寻下落碑字。王铎。”诗见《拟山园选集》，文
句略有不同。从这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铎对
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的深入汲取，以及对唐
人（如颜真卿等）、宋人（如米芾等）的吸收借鉴。但
在王铎笔下，却显示出六经注我式的戛戛独造，这
种独创与拓展，使得晚明清初这个时期，在书法史
上尤显夺目。 （图文由保利拍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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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消费作为文化艺术经济中的
重要一环，已经成为满足消费者精神
文化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
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的存
在，艺术消费在不同地域发展极不均
衡，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存在诸多
差异。

在此背景下，从区域发展的视角出
发，对艺术消费进行系统性分析，无疑
对充分发掘艺术消费潜力、提升居民整
体艺术消费水平，进而推进我国艺术市
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基本特点及总体趋势

艺术消费，即艺术消费者通过艺术
市场中介参与、欣赏、购买、体验或使用
艺术消费品从而满足自身需求的行为
过程。主要类别包括艺术品、艺术体验
和艺术教育的消费等，也可以进一步按
照不同的标准分为线上和线下、有形和
无形、小众和大众、娱乐型和成长发展
型的艺术消费。

相较一般性消费，艺术消费具有别
样的特点。首先，艺术消费过程是从物
质到精神的转换过程，即艺术消费品本
身是文化艺术信息的载体，需要借助消
费者自身的素养和阅历，通过分析、推
理、联想等形式的再创造，形成自己的
思想和体悟，才能完成最终的消费过
程；其次，艺术消费人群具有群体层次
性，即不同的经济收入、教育水平、艺术
修养和成长环境会产生不同品位、层次
和方式的艺术消费；再次，艺术消费行
为具有一定的惯性和持续性，即艺术消
费是一种习得性消费，并具有继承性。
另外，艺术品消费的目的具有强烈的个
性，其目的往往不在于艺术客体本身，

而在于其背后的符号象征意义，其浅层
动机是个人喜好，深层动机是为了彰显
个性或体现阶层属性等。

纵观我国的艺术消费情况，前景向
好。一方面，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历史性目标已实现，居民消费水平大幅
提升，为提振艺术消费提供了机遇；另
一方面，在文化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文
化艺术生产的规模、品质显著增加和改
进，艺术与旅游、科技的深度融合刺激
了艺术消费欲望，扩展了艺术消费形
式，为艺术消费提供了条件。

长期来看，我国超过 14亿的庞大
人口规模以及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意
味着我国在艺术消费方面拥有巨大的
潜力，国家的政策引导、业态的多元化
和产业的升级，也为艺术消费市场创造
了有力的发展支撑。

但是，在整体向好的趋势下，我
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艺术消费在结
构比例、增长情况和消费环境等诸多
方面仍未达到预期，存在文化艺术消
费占居民总消费支出比例长期偏低
且增长速率缓慢、艺术消费内部结构
失衡、娱乐化倾向严重、区域差异巨
大等问题。

区域性差异及其成因

如前文所述，我国艺术消费的整体
趋势向好，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
艺术消费的区域性不平衡问题较为
突出。

我国幅员辽阔，社会经济发展存在
不平衡状态，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
艺术消费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严重制约
了文化艺术经济的发展。

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我国东部
沿海地区一直以来相对发达，而其他

如中部、东北部、西部地区各方面发展
较慢，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也是如
此。以文化产业营收为例，国家统计
局在 2023年初发布的数据表明，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总计 12.1805万亿元；其
中，东部地区占比 75.3%，而中部、西
部、东北部分别占比 15%、8.9%、0.8%，
地域差异显著，我国东西地域间文化
艺术市场及艺术消费的不平衡状态由
此可见一斑。

从城乡比较情况看，我国城乡发展
的二元化格局仍旧存在，各方面水平差
距较大，城乡居民在艺术消费需求、消
费能力以及艺术消费环境等方面均存
在显著差异。国家统计局 2023年初发
布的 2022年城乡居民收支主要数据显
示，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支出
3050元，农村居民人均支出1683元，相
差1.8倍，如果范围缩小到艺术消费，两
者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

艺术消费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原
因很多，但主要存在于收入水平、教育
因素和文化供给等几个方面。

相较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就
业机会多、工资基准水平高、收入来源
广泛，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性支出占总
收入比例呈下降趋势，更高层次的消
费需求不断增加，文化艺术消费比例
逐渐上升。另外，居民受教育程度与
其艺术素养息息相关，极大地影响着
居民对艺术产品的接受范畴、欣赏能
力和艺术消费意愿，欠发达地区的教
育尤其是美育教育的欠缺导致艺术消
费不足；而且，艺术产品及艺术服务的
生产和供给对艺术消费起着引导和支
撑作用，经济发达地区艺术产销处于
良性循环状态，在欠发达地区，优质艺
术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较少，配套设施

不足，使得此类地区居民艺术消费水
平提升更加困难。

区域失衡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近年来，为提高我国整体文化建设
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政府推出文
化共享工程、国家文化云平台等一系列
举措，起到了一定的文化普及作用，但
对于艺术消费的提升作用仍然有限。
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积淀深厚，艺术消费
迅速回暖；而在欠发达地区，艺术消费
的恢复步伐缓慢，也由此形成我国艺术
消费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影响了文
化艺术事业、产业不同区域的协调发
展。

加速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艺术消费
发展水平，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
着手：

首先，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健
全社会保障制度。中等收入群体作为
艺术消费中坚力量，对于有效提升我国
艺术消费整体水平、维护艺术消费市场
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而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促进艺术消
费，一方面要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
平，另一方面要使现有中等收入群体的
收入水平保持稳定；同时，要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通过社会保险、财政转移支
付等手段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稳
定消费预期和信心，从而提振欠发达地
区的艺术消费。

其次，提高艺术教育水平，培养居
民艺术消费习惯。消费者的艺术修养
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艺术消费全
过程的实现。通过提高居民的美育素
养、大力普及艺术知识可以使居民逐
渐养成艺术消费习性，促进艺术消
费。实现此项目标，一是要注重家庭
教育，培养未来一代的艺术兴趣和品
位，为艺术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
础；二是推进全民素质教育，高质量构
建艺术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拓展艺术
终身教育资源；三是扩展艺术参与渠
道，将艺术融入城市社区、商业场所、
乡间村落，开展各类艺术活动，宣传和
讲解普及艺术知识。

再次，发掘潜在消费动机，注重文

化艺术供给。“体验经济”时代，艺术消
费者注重艺术有形消费的同时，更注
重寻求个性宣扬、情感共鸣和身份认
同的无形艺术消费。以大数据解读消
费者的消费行为特点，了解消费者的
偏好和需求，预测消费者未来的消费
行为，设计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艺术产
品与服务；同时，注重提升大众品位和
艺术消费层次，打造符合主流思想的
艺术内容，以高品质的艺术供给引导
大众艺术消费，避免媚俗和低俗的艺
术消费现象产生。

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由
来已久。实际上，艺术消费的区域性差
异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是有其客观
成因的。我们要系统地认识这一问题，
争取通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最大
程度地缩小不同地区间的文化艺术发
展水平差异，实现文化艺术的区域间均
衡发展。（文/孙薇，鲁迅美术学院人文
学院教授）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课题“艺术家
品牌价值建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
WJ202004）

区域发展差异视角下的艺术消费

“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重要的
风格流派之一，在唐代时萌芽，宋元时
兴盛，明清时期已经占据画坛的主导
地位，成为影响明清以来绘画格局与
审美的关键因素。文人画的出现，让
中国画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不断丰
富着中国文化的美学内涵。吴悦石先
生沿着文人画发展的道路，以自身创
作实践探索着中国画在当代语境中的
传承与发展。

当代文人画的承传中，吴悦石先生

可以说是代表人物之一，其创作也是文
人画当代传承的重要线索。文人画对
于画家的学养、笔墨、气韵都有极高的
要求，更是需要画家于传统中有个人意
志的展现。吴悦石先生擅长大写意绘
画，在他的作品中，正可见其深厚功力
与文化修养，既能继承传统，又有个性
抒发。

从作品出发，追溯其成长经历，得
知吴悦石先生出生于动荡之际，成长于
和平时期。但相对于同时期的画家，他

是幸运的，在少年时便得齐白石弟子王
铸九先生亲授，青年时师从耆宿名家董
寿平先生，加之自身刻苦勤奋，得诸先
生真传，成就了如今的博学多闻、化古
出新。从其人生轨迹中，我们亦可窥见
其扎根在骨子里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赤子之心。

先生自幼研习国学，以传统文化蒙
养内心，打下了深厚基础，在此基础上
研修书画艺术，遂在国学、中国画、书
法等方面均有所成。20世纪80年代中
期吴悦石先生出国游历，寓居海外十
余载，不断探索中国传统绘画更深的
奥义，同时努力研习探索西方艺术，汲
取其精粹，在这个过程中深化了对中
国传统绘画的认同，深谙其高妙之
处。无论何时何地，他从未间断过对
中国传统绘画的思考与实践。回国
后，吴悦石先生凭借在海外时的所见、
所学、所悟，投身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工
作，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重要
贡献。他担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理事，通过举办展览、开班授业、出版
著作等方式，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在世
界上的影响力。

“文人画衰矣，然吴悦石可谓新起

的一代！”这是董寿平先生的期许，也指
明了中国画的发展与前景。吴悦石先
生是一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在求道、
问艺、为人、处事方面皆为吾辈榜样。
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最重要的还是从
文化入手，在崇德立品、弘扬民族文化
精神这一方面，需要如先生这般的有识
之士。 （文/何政广）

扎根传统 化古出新
——大写意画家吴悦石

吴悦石，1945年生于沈阳，1949年定居
北京。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吴悦石工
作室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写意画院艺委会
主任、吴悦石工作室导师，中国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职工美
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博士生导师。出版有《吴悦石画集》《吴悦石
作品集》《快意斋论画》《天人之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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