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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4.5 亿元拍下
NFT作品的买家，并未
得到一幅可以挂在家中
墙上的画，得到的是该
作品的代码，即版权

NFT 全称为非同质化代币 （Non-

Fungible Token），是结合区块链技术的

一种加密货币，其最大的特征是不可分

割性和不可更改性。相比于常规的同质

化代币 ，NFT 代币不可以被分割成更

小的货币单位（比如 1 元人民币可以分

割为 100 分钱），这也标志着 NFT 的独

特性， 没有两个 NFT 是相同的。 同时

NFT 存在于区块链中，它拥有数字所有

权属性，随时可以访问、随时可被追踪，

同时也是永远存在、不可更改更不可删

除的。

NFT 目前的市场已售价值近 3.75

?美元，其中近一半的成交量来自最近

一个月，如果照此趋势，全年的总销售额

很可能超过 20 ?美元，甚至有业内专家

预期全年市场交易量可能超过 200 ?美

元。基于 NFT的特殊属性，它被运用于包

括同样以独特性著称的文化产品， 如数

字艺术、纪念收藏品、娱乐产品等等。

而诸如开头提到的通过加密货币

成交的艺术作品， 就被称为加密艺术。

而买家通过拍卖所得的，并不是传统意

义上物理性的作品，即佳士得的这位买

家并没有得到一幅可以挂在家中墙上

的 Beeple 的绘画作品，而是该作品的代

码，即版权。 同时藏家可以在各国法律

规定的框架下根据这一版权去开发相

关衍生品。

加密艺术有效助
推艺术作品“破圈”，尤
其链接了科技新贵的
圈层，更从逻辑上使
“人人都可以成为收藏
家”得以实现

对于艺术家来说，加密艺术是一种

新的艺术创作手段，同时艺术家也可通

过智能合约形成永久收益分成，在理想

状态下有序化艺术家的收入模式，更为

重要的是加密艺术标志着一个新兴艺

术市场的崛起。 据观察，加密艺术的购

买群体超过 80%以上都是最新接触艺

术收藏的人群，即我们通常说的新晋藏

家。 事实证明，加密艺术确实有效帮助

艺术作品“破圈”，尤其链接了科技新贵

的圈层。

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和线上虚拟交

易平台的特征 ，加密艺术拥有了 “去中

间商”属性 ，即它不再依靠画廊等第三

方机构，而是可以实现艺术家与藏家的

直接对接。 这无疑是对传统艺术市场体

系的一次威胁，从此藏家便不再需要画

廊作为销售平台，当然加密艺术的数字

化属性， 更无须画廊提供诸如运输、维

护和保险等配套服务。 另一方面，加密

艺术更促使了作品的真伪鉴别、交易信

息公开化程度 ， 并大幅度增速交易频

率，?这是否意味着可以根除艺术市场

的内幕交易，还有待商榷。

更为重要的是， 以 NFT为代表的区

块链技术的数字代币， 尊崇了一种去中

心化和平等化的价值观体系， 或者我们

可以类比安迪·沃霍尔在 20 世纪说的

“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NFT 艺术从

逻辑上使 “人人都可以成为收藏家”得

以实现。

买家的高调现身
让人断言这只是披着
“艺术”外衣的投资客
行为，然而艺术的概念
从来就是无限延展的

近日， 花费近 4.5 ?元人民币拍卖

购得加密艺术作品 《每天———头 5000

天》的匿名藏家终于现身 ，这两位买家

Metakovan 和 Twobadour 在他们发布的

公开声明中高调宣布将计划建立一个

虚拟博物馆，用以展示 Beeple 创纪录的

数字艺术作品，同时也将启动奖学金计

划，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坚信加密艺术价

值的五位 NFT 艺术家， 每人都能获得

10 万美元的津贴。

同时他们在声明中谈及了自己购

买作品的动机是向艺术圈精英阶层所

营造的严格阶层化进行挑战。 如果说通

过这一声明看到的是一种鼓舞人心的

宣言，那让我们来通过这两位买家的真

实身份和交易过程，来看看这一行为背

后所承载的另一层面的投资属性。

Metakovan 和 Twobadour 实为新加

坡加密货币投资公司 Metapurse 的创始

人， 自 2016 年底他们就开始了数字收

藏，当时更多的是虚拟房地产 ，随后他

们开始 NFT 领域各种资产类型的投资。

而他们两人的公司更创立了一种可以

用于对数字艺术进行资产分割的 B20

（全称 The Beeple 20）代币。 而就在佳

士得拍卖结束后 ，NFT 开始被激烈讨

论 ， 超高成交价格也使得这一艺术拍

卖纪录发酵为社会事件 。 伴随着两位

买家身份的曝光 ，B20 代币的价格暴

涨， 可以说他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资本

操作手段 ， 让自己和自己的公司一跃

成为全球艺术圈和金融圈范围的引领

者，迅速积累了社会资源 ，当然也转换

为了经济资源。 对他们来说，这一加密

艺术交易行为不仅让他们购得了一串

代码、一个版权，更让他们 “购得 ”了名

声。而艺术家 Beeple 近日接受《纽约客》

的采访时表示 ， 自己已经把早前销售

NFT 所得全部换成了美元，即金融术语

所称“全部套现并离场”，数着自己账户

里套现的巨额美金，Beeple 坦言：“说实

话，我绝对认为 NFT 价格是一个泡沫”,

?这并不影响他将继续进行加密艺术

的创作。

从事件的最开始就不断有人质疑

NFT 到底算不算艺术，Beeple 的作品在

严肃艺评人的眼中被认为不具备任何美

学属性， 更有观点指出也许不应该称它

们为“加密艺术”，它们只是一个象征货

币的“加密图片”；两位买家的高调现身

也让人断言这只是披着“艺术”外衣的投

资客行为。

然而，当我们判断一件作品是否属

于艺术时，是否该先思考到底什么是艺

术， 艺术就是具备美学属性的作品吗？

艺术就该完全与经济和投资行为割裂

吗？ 如果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本身的

概念就是无限延展的，那为何我们要从

上述维度去质疑 NFT 是否属于艺术？而

加密艺术的更大价值在于，它试图通过

区块链的技术逻辑完整构建一个全新

自洽的艺术生态系统，从而指向对传统

艺术交易体系的批判。 无论加密艺术是

否会实现对艺术系统的颠覆，相信它会

和同样在出现之初备受争议的波普艺

术 、 潮流艺术一样被书写进当代艺术

史，并继续成为近年来艺术市场的头部

话题。

引爆 4.5亿元天价的加密艺术
会颠覆艺术价值体系吗？

金怡

本年度迄今全球艺术市场曝出的最大新闻 ， 莫过于艺术家
Beeple 的非同质化代币 （NFT） 作品 《每天———头 5000 天 》

（《Everydays — The First 5000 Days》）3 月中旬以近
6934 万美金（折合人民币 4.5 ?元）在佳士得拍卖成交。 这一成
交标志着拍卖史上数字艺术作品最高价格纪录的诞生， 同时也使
得 Beeple 成为全球最贵在世艺术家中的第三名， 仅次于美国艺
术家杰夫·昆斯和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

将加密艺术 NFT 作品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不止是这一拍卖
事件。同样在上月，纽约布鲁克林公园一群艺术家将英国知名涂鸦
艺术家班克斯（Banksy）的一幅作品进行现场焚烧，而整个事件过
程以 NFT 的形式记录出售，最终以近 40 万美金线上成交。 随后，

英国艺术家达米安·赫斯特高调宣布将进军 NFT 艺术品市场；全
球首个大型加密艺术展“虚拟生境”在北京 UCCA 美术馆举办；德
国著名画廊 Nagel-Draxler 也将在本月举办名为 “页面路径”

的 NFT 展览 。 难怪纽约著名艺评人 Kenny Schachter 发声 ：

“在我长达 30 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见过任何像 NFT 这样能够
如此迅速引起波澜并爆发影响的事件。这说明，如果你忽略这一运
动，毫无疑问就是你的损失。 ”

NFT 艺术到底是什么？ 它所创造的究竟是昙花一现的炒作事
件，还是将颠覆艺术价值体系的历史性事件？

最近 NFT 作品《每天———头 5000 天》以折合人民币 4.5 亿元在佳士得拍卖成交。这是

艺术家 Beeple 从 2007 年开始的十几年里在网上发表的五千件作品的打包， 使用 NFT ?

术加密。 上图为《每天———头 5000 天》，左图为其局部

误区一：
一提考古就想到盗墓

就在三星堆“拆盲盒”放送惊喜的这
些天，根据《盗墓笔记》改编的动画作品
《盗墓笔记秦岭神树》原计划于某博物馆
举办首映礼。 是考古工作者和文博爱好
者的反对将这一合作紧急叫停。 这也恰
恰说明，“一提考古就想到盗墓” 的误解
在大众之间由来已久。

以《鬼吹灯》《盗墓笔记》为代表的盗
墓小说， 激发了公众对于古墓遗迹探究
的好奇心， 也让公众容易将盗墓与考古
联系在一起———的确，二者都包含了挖掘
墓葬的行为。 事实上，考古绝不如大众想
当然以为的等同于官方盗墓、在白天进行
的盗墓，它本身与盗墓简直水火不容。

考古人与盗墓者之间， 存在着一场
旷日持久的较量。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

墓葬考古工作一般被动开展， 然而面对
猖獗的盗墓者，考古人不得不“参与”这
场 “竞争”。 对于这样的常态也是无奈，

《发掘记 》第二集 《晋地深处》透露了些
许。 在闻喜邱家庄墓地，即山西近年来挖
掘出的东周时期最大的墓葬群，考古工作
者发现，1号大墓被至少八组盗墓者几乎
洗劫一空，形势逼人。于是，他们被迫与盗
墓者赛跑，试图抢先一步挖出珍贵器物。

其中针对 37 号墓的发掘， 历经多次反
转，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原本，考古队
以为这是该墓葬群唯一没有盗扰痕迹
的，可随着发掘的深入，仍旧发现了隐藏
颇深的古代盗洞；对盗洞进行解剖的过程
中，又发现原来古代盗墓者由于错误估计
了墓葬的深度，误打了三次，直到第四次
才进入椁室，所幸的是，由于椁室在盗墓
者进入前已经坍塌， 重要的器物才得以
保存至今，用以界定墓主人身份、地位。

也有不少时候， 盗墓者最终得逞。

1994 年 ，在湖北荆门 “薛家岗一号 ”古
墓，有盗墓者发现第一具外形、骨骼基本
保存完整的战国女尸。消息传来，另一帮
盗墓者闻风而动， 直接将古尸以 “毁容
式”手段拉上地面、翻找珍宝，致使从古
墓内部到古尸本身统统被破坏殆尽。 如
若这具古尸由考古工作者经过科学发掘
而出土， 或许又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
的考古发现———她距今达 2300 年之
久， 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辛追夫
人”还要早一两百年。

不能将考古与盗墓混为一谈， 不仅
仅因为它们站在较量的两端，更是因为，

它们有着泾渭分明的根本诉求。考古人寻
求的不是奇珍异宝， 不是经济利益的获
得，而是能够触及古代文明的哪怕一点点
线索，其过程是获取一种研究资料。当然，

考古围绕的，也不仅仅是墓葬，还包括各
类古代遗址； 除了陆地上的田野考古，还
存在海上的水下考古。

误区二：
考古就是挖宝

很多人以为，考古就是搜寻、挖掘出
一个又一个沉埋的宝藏，过程惊心动魄，

也精彩绝伦， 就像不少探秘类纪录片揭
示的那样。殊不知，这只是加了理想化滤
镜的考古。

更多时候， 考古像在绝望中寻找希
望。挖土才是常态，更确切的说法是清理
地层，在看上去大同小异的沙土之中，辨
别 “灰褐色沙土”“浅灰色沙土”“黄褐色
黏土 ” 等不同土质土色 ， 捕捉蛛丝马
迹———这些细微的不同意味着变化曾在
古代的某个时候发生。 很可能掘地三尺
出现的仍是空方，没有任何文化遗迹，只
有自然堆积。这种艰辛和无聊，常人难以

想象。考古院系的每一届学生，都需要奔
向田野， 通常在长达一学期的野外实习
中完成发掘、室内整理、撰写报告等全部
考古流程，如同一种成人仪式。而当实地
经历了真正的考古发掘后， 有些人会选
择转行离开， 有些人则从此坚定地走上
考古之路。

考古挖掘出土的， 也不是常人眼中
的宝藏，更未必价值连城。中国考古学奠
基人之一夏鼐就曾痛斥“挖宝”思想，认
为考古的价值不在于文物， 而在于遗迹
遗物所能复原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情
况。例如，古墓葬的形式、结构、营造工艺
及其自然环境， 重要性绝不在随葬品之
下；城市遗址的平面布局、规划意匠，比
城址内出土的坛坛罐罐可能更有价值。

考古人郑嘉励在 《考古者说》 一书中指
出，考古界甚至存在着“一般大于特殊”

的“偏见”。在他眼中，完整的瓷器未必比
残片更有学术价值， 至少残片可以观察
瓷器的胎釉、成型等诸多特征，以获取更
多的历史信息。

事实上，挖掘本身，仅仅是考古的一
部分。挖掘季可能只有几个月，真正的研
究成果却或许需要数年才能呈现。 考古
学真正的本领也恰恰在于， 如何用少量
的信息， 分析出大量的结论———不限于
“是什么”“何时”“何地”，也包括“如何”

“为什么”等。当然，这样的结论不可能完
全复原某时某地究竟发生了什么， 却为
人们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

误区三：
考古仅关乎过去

考古学有什么用？ 它似乎仅关乎过
去，甚至是遥远的过去，与今天的人们又
有何关？这样的误解，阻碍了很多人真正
领悟考古的魅力。

考古的发现与成果， 将影响未来历
史文化研究的方向， 不断丰富和深化人
们对历史的认知，甚至颠覆以往的认知。

例如，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让口耳相传
已久的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 有了实
证， 它的申遗成功更让世界认可了这样
的中华文明；1986 年，数量庞大的青铜
人像于三星堆出土， 一改西方学者认为
“中国远古没有独立人像雕塑” 的论断，

而随着最近三星堆考古成果 “上新”，不
仅有更多的新材料再次证明中国远古存
在独立人像雕塑，新出土的器型、纹饰也
都将打开人们的新认知；2016 年， 上海
青浦青龙镇遗址的考古新成果，颠覆了上
海开埠前是“小渔村”的说法，证明上海在
唐宋时期就是一个繁荣的外贸港口。

考古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对历史的发
现，更是对社会进化的探索。只有深刻和
清醒地了解人类的过去， 才能更加明智
地对待未来，从中汲取智慧。 在《第五次
开始》一书中，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L.
?利透过考察人类全部长达 600 万年
的过去，演示了历史的巨大价值。在他看
来， 回顾历史越久远， 展望未来会越深
远， 理解史前史能够告诉人们未来应该

走向何方，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因为
预言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
它。他提出“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
的进化可以，而且应该，甚至必
须由我们自己掌控。 ” 这是因
为， 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了
解人类的历史，于是更有能
力应对变化， 可以利用过
去看看我们的选择究竟会
在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考古学对于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意义，同
样是面向未来的。 中国
考古学自诞生以来 ，就
不单肩负着探究中华
文明悠久历史的重任 ，

同时也承担着增强民族
自信心的重任。 中华文
明从哪里来？ 考古以实
证解决了我们的疑问。 认
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
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
贡献， 文化认同感将油然而
生，进一步塑造出中华民族强
大的凝聚力与自豪感。

不澄清这些误区
考古就无法真正释放现实意义

考古的“出圈”实实在在，然而———

范昕

近日，三星堆考古新发现持续刷屏，引发大众“围观”。

恰逢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 央视新近推出
聚焦考古人的纪录片《发掘记》，并即将“上新”讲好考古故
事的《中国考古大会》。 考古掀起的热度势必还将发酵。

事实上，考古“出圈”，最近大半年有迹可循———在此之
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包括选择北大考古专业的女
孩钟芳蓉上热搜、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卖断了货。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大众对于考古，一方面兴趣渐浓，

另一方面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认知误区。 考古类似于盗墓？

意味着挖宝？ 仅与过去相关？ 不澄清这些误区，考古的价值
就无法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就无法真正释放其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