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于涌津书画赏析

2010 年，国家一直在调控房地产，股市

则始终在盘整震荡，由于流动性充足，大量

的炒房、炒股资金只得寻求新的生财之道，

不少资本大鳄将资金挪到了收藏账户，艺术

品成了继房市、股市之后的又一个投机与投

资平台。经济腾飞正引领中国进入另一个

激动人心的艺术复兴时代。中国当代艺术

品由于存在着被低估现象，自 2008 年起市

场开始了爆发性成长。它吸引了各种资本

介入其中，也激发了艺术产业链上的企业创

新商业模式的冲动。

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已经进入较为成

熟的成长期。这其中“60 后”和“70 后”的中

青年画家最具有收藏和升值空间，“60 后”

的艺术家则更像刚上股市的新公司或潜力

股，升值空间会很大。

近年来，传统水墨画市场由于赝品过

多 等 问 题 成 交 大 幅 下 滑，被 低 估 的 油 画、

雕 塑 、装 置 等 当 代 艺 术 品 则 开 始 价 值 回

归 。 这 一 趋 势 正 吸 引 越 来 越 多 的 收 藏 家

与 投 资 者 的 介 入 ，开 始 收 购 那 些 相 当 于

“ 原 始 股”的 优 秀 作 品 。 其 中 尤 以 敏 感 的

江浙资金手笔最大，近几年山东的收藏家

也在转型。有数据称，2005 年浙江省有 5

亿元资金投向油画市场，当地一些机构正

广泛收购油画。

由于近四年股市低迷，一部分职业投资

者转向艺术品投资领域，因此，在当代艺术

品市场上，也不乏类似炒股、炒楼的操作手

法:一些江浙富豪看好某些当代艺术家，就

买断他的所有作品，囤积起来然后抛出，导

致一些画家的拍品价格虚高。而拍卖公司

也一拥而上，追捧当代艺术品，仅今年 6 月，

国内拍卖市场就有 1500 件油画作品举槌。

艺术品与经济的关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

紧密程度，其标志就是投资。艺术品与股

票、房地产已并列为三大投资对象，且投资

增长率呈现逐年递增的现象。20 年来，全

世 界 艺 术 品 市 场 每 年 的 投 资 增 长 率 超 过

30%。近年来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也相当

火爆，艺术收藏品的价格正以每年 30%～

50%的涨幅稳步上扬。

当代艺术品的升温，意味着中国艺术品

投资市场已全面启动。事实上，艺术品市场

并非突然间火爆。2003 年非典之后，中国艺

术品投资市场就开始进入爆发性成长期。

经济发展与艺术复兴总是息息相关。

正如 14 至 16 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源于意

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美国的崛起中，

美国本土的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也画出了

一条上升曲线。根据梅摩指数的研究，过

去 50 年中，全球艺术品中投资回报最好的

是美国画派（抽象表现主义）。1950 年，美

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刚刚确立时，美国

画派的艺术品价格与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

品差不多；随着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日益

稳固，美国画派的市场表现越来越好。未

来如果中国和平崛起，成为全球第二甚至

第一大经济体，以 20-40 年的时间跨度看，

中国艺术品很有可能比其他的投资品回报

更高。从现代派作品的市场表现超过综合

指数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成长潜力更

大。目前，有关方面已经开始关注中国艺

术品市场，并考虑一两年后推出中国艺术

品指数。

目前，艺术品市场最主要的投资力量还

是来自民间。多年经济增长带来的藏富于

民，为民间艺术品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

持。在民间资金中，南京天地集团的杨休、

浙江徐龙集团的徐其明、河北新华线缆集团

的秦树明、浙江小小集团等都是国内较早的

艺术品藏家。

最近一些企业资金进入艺术品投资领

域，正成为一种资本运作的新潮流。当年日

本投资者大手笔收购艺术品的一幕未必不

会在中国企业家身上重演。对于企业而言，

收藏艺术品除了附庸风雅，也有避税功能。

以企业名义竞拍的艺术品，可作为“经营设

施”摊入经营成本，免交所得税，又是很好的

企业形象宣传。作为固定资产经 10 年或 20

年折旧后，该艺术品可化为零资产。而艺术

品本身的价值，将随时间推移而提高。因

此，一些互联网新贵也对艺术品投资产生了

兴趣，2005 年 11 月初，中国嘉德秋季拍卖的

预展上就有阿里巴巴总裁马云的身影。如

今，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会员中，企业家已占

20%，且趋于年轻化。

上世纪中期美国人很难想像纽约会拥

有巴黎那样的艺术中心地位。二战前后的

美国在现代工业发达后，新兴的中产阶级希

望在艺术领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就购入了

很多本土艺术作品，而非文艺复兴时期的作

品。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特有的抽象表现

主义艺术品热就此呈现。为此有人说：美国

艺术的发展，是中产阶级的推动的，功不可

没。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类似二战后的美国，

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本土原创艺术品一定会在世界舞

台占有重要位置。

投资当代原创艺术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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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资讯

于涌津，1967 年生于山东淄博，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齐鲁美术馆常务副馆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齐鲁创作中心副主任、淄博市美术家协会理事、淄博市青年美协副主席。

本报讯 中国画学会成立大会于 7 月 26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有关部门领导和各地画家代表共 300余

人参加了此次成立大会，共同庆贺中国画学

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产生了

执行机构和负责人。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家

协会主席刘大为任名誉会长，著名画家、中

央美术学院教授郭怡孮任首届会长。

据了解，中国画学会是由当代中国画

坛著名画家联名发起，由文化部、民政部、

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的，是由从事中国画

研究的专家学者自愿组成的学术性、专业

性、全国性的社会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业务主管单位为文化部。学会设顾问、

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

事、理事，组成基本组织机构。

中国画学会的成立，旨在推动中国画

的时代发展，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

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

力，实现国家提出的文化艺术“走出去”战

略，倡导继承、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团

结当代中国画家推动中国画创作及理论研

究，探索中国画现代发展规律，提升中国画

在世界文艺格局中应有的位置。

（王 洁）

本报讯 继 2008 年中国美术馆成功举

办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奥运文化项目——国

际新媒体艺术展“合成时代：媒体中国 2008”

后，以“媒体中国”系列命名的“延展生命：媒

体中国 2011”于 7 月 27 日亮相中国美术馆，

向公众介绍国际新媒体艺术的最新成果。

据悉，本次展览共展出包括中国、美

国、法国等 24 个国家近 80 位艺术家的 53

件作品，其中 40 件为 3 个主题展作品，13

件为“天气隧道”特别项目作品。展览以惊

异之感、临界之境、悬迫之域 3 个分主题为

线索，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将对于感官世界

所揭示的新认知，延伸到解读因多种生命

形态涌现所带来的有关生命的新含义，进

而对以生物多样化为基础及物种共生为条

件的生态重塑理念给予启示。同时展览也

试图对导致生态和环境危机的历史缘由和

哲学背景进行思考，就现代主义运动所催

生的人的主体性以及由此所孕育的人类中

心论提出反思与质疑。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8 月 17 日。

（焉笑华）

本报讯 在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之

际，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家协会、

西藏文联、李可染艺术基金会、西藏美术家

协会、民族文化宫主办的“大美西藏——西

藏当代绘画邀请展”于 7 月 28 日至 8 月 9 日

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展出。

此次展览由李小可先生、韩书力先生

共同策划，特别邀请了十六位藏族和长期

生活在藏地的各族艺术家。他们深深融

入那块土地和文化，始终被西藏的大美山

川和瑰丽的历史文化所感动；多年来他们

坚 持 对 雪 域 文 化 的 传 承、挖 掘、保 护、研

究；更加关注时代与生活，使之更具当代

性和鲜明的艺术个性。在创作中这些艺

术家自觉的保持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同时

吸纳多民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营养，通

过艰苦的实践使西藏当代绘画艺术步入

时代、面向世界。

在当今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大潮中，他

们的艺术创作仍然坚持真诚、感恩、开放与

纯净的心态；作品里浸透着每个艺术家的

个性和对藏地文化的深爱；他们是开拓当

代西藏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使西藏的

绘画艺术从辉煌的宗教文化中走向生活、

走向时代。

这个展览是继 2004 年《雪域彩练》之

后的第二届西藏当代绘画邀请展，也是西

藏和平解放 60 年来在绘画领域可喜成果

的展现。

（魏明文）

中国画学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延展生命：媒体中国2011”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开幕

“大美西藏——西藏当代绘画邀请展”亮相北京

韩书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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