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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列全球500强艺术家首位

《2016 全球艺术市场年度报告》 发布

《2016 全球艺术市场年度报告》近

日 由 全 球 权 威 艺 术 市 场 信 息 机 构

Artprice 发布。 其中一连串数据令人振

奋：2016 年中国市场的艺术品拍卖凭借

48 亿美元的成交额，重登全球艺术市场

龙头宝座， 占全球拍卖份额的 38%；去

年的艺术市场上， 中国艺术家张大千以

885 件拍品拍出的 3.55 亿美元总成交金

额，成为“全球最贵艺术家 ”，位列 2016
年全球 500 强艺术家首位， 而中国艺术

家总共在这份榜单中占据超过 30%的

席位，同样拔得头筹；共有 6 家中国拍卖

行跻身全球艺术品拍卖行前十位。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未来，在艺术品

渐成资产配置重要选项的今天， 行业的

理性与成熟才是可持续的生产力。
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影响，过

去一年，全球艺术品市场其实是在退烧。
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纯艺术拍卖总额

为 124.49 亿美元，同比减少 23%。 只有

61 件拍品以超过 1000 万美元的价格售

出，没有一件拍品过亿美元。 而在 2015
年， 超过 1000 万美元成交的拍品多达

140 件，其中有两件超过 1.7 亿美元。 市

场短缺经典拍品直接导致了英美国家中

心城市的市场萎缩： 在纽约和伦敦这两

座集中了高端艺术品拍卖的城市， 拍卖

收入分别下降了 43%和 30%。
反观中国艺术品市场在过去一年的

强势， 恰是拜经典拍品所赐。 据统计，
2016 年中国艺术品市场超过 500 万美

元成交的拍品较前两年有较大增长，共

86 件，贡献了近 25%的市场份额。
业内人士分析， 经典拍品主导市场

大势的情形， 或许体现出市场不是缺钱

而是缺少好的拍品， 越来越多的藏家注

重作品本身而并非其价格。 Artprice 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蒂埃里·埃尔曼指出，
近年来创下纪录的高价拍品已经不是买

家心血来潮的产物， 每一笔交易都经过

仔细的规划和考量。 随着亚洲和中东地

区美术馆建设的推进， 如今这些地区的

藏家们对于名作的购买更多是出于机构

层面的需求：保罗·高更、阿梅迪奥·莫蒂

里安尼、文森特·梵高等人的作品在确保

机构文化影响力的同时， 也为美术馆带

来几何倍数增长的观众数量。
报告同时指出， 伴随艺术品市场自

身的发展以及外部环境的促进， 艺术品

越来越成为一种投资手段。 有业内人士

指出， 艺术品价格的浮动性为相关投资

赋予了一定的风险度。Artprice 通过对超

过 3900 件由拍卖行确证出处的已售拍

品进行统计发现，在平均持有拍品的 11
年 时 间 里 ， 平 均 投 资 回 报 率 增 长 了

88%，也即每年增长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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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浪漫派的交响风采
———评伦敦交响乐团访沪音乐会

孙国忠

伦敦交响乐团近日在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厅上演的两场音乐会可谓 气 势 宏

大，光彩夺目。 名团、名指挥家与名曲的

强强联合，底蕴丰厚又充满活力，让我们

领略了晚期浪漫派独具的交响风采。
在当今音乐界， 伦敦交响乐团是与

柏林爱乐、 维也纳爱乐齐名的最顶尖的

交响乐团。经过阿巴多和科林·戴维斯等

大师的打造， 乐团超一流的艺术水准与

不断进取的发展态势使之牢牢地占据了

世界乐坛的核心位置 。 2017 年 9 月西

蒙·拉特爵士即将成为乐团的音乐总监，
让人对乐团的美好未来有了更 多 的 期

待。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以首席客座指挥

身份率团访华演出的丹尼尔·哈丁当年

就是在拉特这位伯乐的鼓励、提携下，踏
上了指挥的艺术征程。 如今的哈丁已被

公认为新生代指挥家中的杰出代表，其

日趋成熟的指挥艺术中透露出的稳健而

不失潇洒、大气又不缺精妙的品格，独具

“英伦范儿”，十分迷人。
伦敦交响乐团此次演出两场音乐会

的曲目极佳， 晚期浪漫派的交响作品成

为音乐会人气及票房的重要保障。 尤其

是在现场聆听实况演奏， 可以更直接地

感受到晚期浪漫派交响乐之宏大叙事的

艺术张力———绚烂的管弦乐色彩， 深阔

的音响空间与强劲的情感奔涌构建了一

种独特的交响华美， 其风头与力道完全

盖过了其他时代的交响之声。 尽管晚期

浪漫派作曲家的强势扩张增加了音乐纵

横的深度与情感迸发的力度， 但这种织

体与音响构造更为复杂化的交响话语依

然是在 “调性思维”（西方音乐传统之根

基）的基础上展现厚重与宏丽，表达张扬

与狂劲。 正是这种在调性范围内尽情宣

泄与扩张的交响化音乐极致， 不仅为演

绎者（指挥家与乐团）提供了极为广阔的

表演空间， 也让听赏者有可能在更高的

层次上感知交响性宏大叙事的音乐美感

与艺术深意。
晚期浪漫派交响乐能以其独具的丰

满与斑斓获得强烈的演出效果是不争的

事实， 但要真正把控好这样浓墨重彩的

“音乐叙说”并非易事。 哈丁的表现极为

出色。首先要点赞的是西贝柳斯《C 大调

第七交响曲》。 与马勒将交响曲看作“包
罗万象的世界”不同，西贝柳斯心目中的

交响曲本质是这一体裁独具的 “严谨风

格和深层的逻辑意义”，并以此来“构建

所有主题的内在关系”。 单乐章的《C 大

调第七交响曲》 以高度凝练的动机———
主题构建和逻辑意义明确的音响结构，
展示了这位晚期浪漫派作曲家追求的交

响性严谨和艺术蕴涵的深邃。 哈丁的艺

术处理布局明确且有说服力， 令人印象

特别深刻的是乐曲开始部分慢板音乐的

处理， 弦乐的长时段呈现摒弃了常见的

拖沓与沉闷，形成张弛有度的层次推进。
当然， 能够自如展现变化如此细腻的音

乐层次感只有具备超强水平的弦乐群体

才能做到， 而伦敦交响乐团超一流的弦

乐声部正是这种艺术精妙的有力承载。
哈丁的高明之处还体现在他对西贝柳斯

音乐之宽广气韵与厚重品格的 独 特 理

解。 他并没有在有些段落中过分强调西

贝柳斯招牌式的用铜管渐强构筑的冷色

调气息，而是在更大的格局中，将这种符

号化、 个性化的音乐语汇渗透于整体的

音乐气韵。因此，这个由伦敦交响乐团演

奏的“实况版本”，西贝柳斯音乐的冷峻

特质中多了一种诗意的温厚。
尼古拉·兹奈德与哈丁及伦敦交响

乐团合作的西贝柳斯《D小调小提琴协奏

曲》是我听到过的此曲现场演奏的最佳版

本。作为当代最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家之

一， 兹奈德令人惊叹的演奏技巧不必多

说，让人更有感触的是他那种王者风范的

强大气场。西贝柳斯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

整个小提琴协奏曲曲目中最具交响蕴意

的音乐文本， 这一特征主要体现于以交

响性对话方式呈现的小提琴独奏与乐队

协奏之间的紧密关系。 尽管小提琴独奏

部分有着不少需要高超技艺才能表现的

音乐华彩和浓郁抒情， 但此曲独特的艺

术趣致在于独奏与乐队水乳交融的 “音
乐映照”。 兹奈德的演奏非常贴切地反映

出独奏家在这样的“音乐映照”中应有的

姿态———独奏与乐队对比、 竞奏时的丝

丝入扣和相互渗透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映

出交响性协奏中独奏家“角色”的内功和

作用。 尤其兹奈德演奏时主动融入乐队

的热情和大气， 这是功力与修养的体现。
往往就在那瞬间即逝的音乐“气口”上，
兹奈德极具表现意味的琴音让整个协奏

话语展示出沁人心扉的亮丽与丰沛。
两场音乐会中最精彩的演奏当属拉

赫玛尼诺夫《E小调第二交响曲》。 相比

马勒交响曲的“人生探寻”和西贝柳斯纯

音乐写作的高冷、沉重，拉赫玛尼诺夫的

这部交响曲显然更聚人气。 贯穿于全曲

的“抒情咏叹”其实是他一生创作的艺术

诉求：以如歌般的宽广旋律和淳厚、舒展

的音响建构来延续俄罗斯民族乐派的音

乐血脉。 哈丁用他的饱满情绪和大幅度

的手势带动着整个乐队的表演， 每个乐

章的音乐都是那么动听， 尤其是抒情意

味最浓的第三乐章演奏得最为煽情，催

人泪下。 交响曲中用优美动听的 “大旋

律”来构建主题，呈现乐思，表达情感，本
是十九世纪中后叶民族乐派乐 意 做 的

事，更是柴可夫斯基这一路作曲家的“专
长”，拉赫玛尼诺夫只是把这种交响曲创

作路向推向了新的高点而已。 从现场观

众的反应来看， 拉赫玛尼诺夫的这部作

品依然是晚期浪漫派交响曲中以歌唱性

抒情取悦受众的“首席代表”。
哈丁携伦敦交响乐团的上海之行应

该说是大获成功。 只是个人觉得第一场

音乐会上的马勒《G 大调第四交响曲》的
演奏尚不够完美，例如，第三乐章音乐流

动中过于突出的内声部音响弱化了此处

抒情性表达应有的温润品格和 缠 绵 意

绪。 然而，瑕不掩瑜。 哈丁与伦敦交响乐

团的精彩演奏让我们在品味交响名团的

美妙之声的同时， 进一步感悟晚期浪漫

派交响曲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那些“藏”在电影里的书，
你读过几本？

影片《爱乐之城》中的制片人为什么给女主角推荐《英雄之旅》

刚刚闭幕的 奥 斯 卡 颁 奖 典 礼 上 ，
《爱乐之城》斩获 6 项大奖，当人们津津

乐道这部热门歌舞片中“向经典歌舞片

致敬的 89 个梗”时，有读者发现了《爱

乐之城》 中唯一致敬的一部图书———
《英雄之旅》。

在男女主角第 4 次相遇的聚会上，
一名胡子拉碴的制片人问米娅：你听说

过约瑟夫·坎贝尔吗？ 米娅点头说：是

的。 制片人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继续

说： 我打算重拍金发女孩与三只熊；另
外，《英雄之旅》，我会拥有它的经营权。
可以说，《爱乐之城》的这个情景揭开了

好莱坞编剧对坎贝尔无限崇拜的冰山

一角。 细细品味电影女主角的追梦之

旅，倒与坎贝尔提出的“英雄之旅”模式

有几分吻合。
电影主人公谈论、捧读的一本本书

一首首诗歌作品，其中包含了导演编剧

怎样的匠心？ 回首近些年大银幕，主打

硬科幻的《星际穿越》意外发酵了狄兰·
托马斯知名诗句“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

良夜”，文艺片《赛末点》男主角翻阅的

《罪与罚》暗示了他本人的命运走向。这
些经典图书或诗篇在影片中不仅仅是

附赠“彩蛋”或装饰品，而是在结构或主

题上与影片彼此打量、互为照亮。
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汤惟杰

看来， 无论是串联剧情，抑或展现角色

波澜微妙的心理，当大众流行文化与纯

文学恰到好处地交织在同一层面时，经
典篇目与银幕叙事成功共享、 共情、共
鸣， 一种奇妙的共振感便会向观众涌

来———文学拥有了声光色影的血肉支

撑，影片被注入了人文哲思，观众和读

者由此获得更为丰富的美学享受。与其

说哪一种艺术样式成就了另外一种，毋
宁讲这是影视与文学相拥后双重触动

了人们的心弦。

影视故事的伏笔， 原来
隐藏在一本本书里

有人评论，作为“写给洛杉矶的情

书”，《爱乐之城》 深谙好莱坞影视业心

照不宣的秘诀之一，那就是被诸多编剧

青睐的坎贝尔———他总结的“启程-启

蒙-考验-归来”英雄叙述模式，影响了

众多创作者，也成为不少超级英雄电影

的模式“宝典”。比如《星球大战》导演乔

治·卢卡斯曾偶然翻阅坎贝尔的书，一

下子就迷上对神话历程的分析。 《千面

英雄 》成为 《星球大战 》的重要灵感来

源，坎贝尔也化身卢卡斯追随的精神导

师。 此外，《狮子王》《黑客帝国》《哈利·
波特》《夺宝奇兵》等电影创作都受到这

一模式的启发。
简单地说，英雄出发上路，进入神

秘迷人的异常世界，经受考验，经历了

仪式化的数个阶段后， 主人公升级自

我，获得成长。 不少好莱坞大片都遵循

“英雄之旅”模式展开叙述，这也引发了

业内对“超级英雄”易陷入扁平化窠臼

的指摘。
不难发现，文学读物在电影中往往

牵出一条条线索。影评人丁晓洁曾作过

一番有趣总结：三流导演让主角随手拿

上一本书作道具，二流导演以阅读口味

彰显主角的身份和性格，对一流导演来

说这却是价值观层面的事，他们每选择

一本书都埋下一个彩蛋———你读什么，
决定着你走向何方。

拿哪本书，在电影中大有讲究。 知

名导演伍迪·艾伦对 “植入” 文学彩蛋

颇有心得， 他的影片 《赛末点》 就向

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了一把。 男主角

威尔顿躺在床上阅读企鹅书屋出版的

《罪与罚》， 对这名从爱尔兰到伦敦当

网球教练、 企图融入上流社会的穷小

子来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有用

的谈资， 他也正是通过谈论陀式作品

获取了岳父好感。 巧合的是， 《罪与

罚》 的情节活脱脱就是男主角命运的

翻版， 书中青年大学生走投无路， 铤

而走险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 为了

灭口又害死妹妹， 因种种巧合逃脱法

律处罚， 却被另一种来自心灵和道德

的惩戒所困束———这不正是 《赛末点》
男主角的人生预言吗？ 有学者评价，伍
迪·艾伦安排男主角读《罪与罚》，除了

向挚爱的作家致敬之外，恐怕也同样向

观众昭示着影片走向和主题。

诗句点睛， 与电影叙事
调和出迷人的张力

在评论家木叶看来，除了埋下伏笔

与暗示，有力度的文学作品，往往能提

升电影的叙事高度，仿若一盏人文聚光

灯，照亮并抵达了“灵魂的深”，为影视

画面注入诗意。
不少影评人 对 休·格 兰 特 主 演 的

《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中那首《葬礼蓝

调》念念不忘。 英国著名诗人奥登的诗

句悲怆凝练：“不再需要星星，把每一颗

都摘掉/把月亮包起，拆除太阳/倾泻大

海，扫除森林……”当这首诗被缓缓吐

出， 成就了全片最严肃沉痛的华彩，与
此前的轻松、幽默、浪漫片段构成一股

奇异的张力，全片达到精致的平衡。
同样，周星驰在“无厘头”电影《喜

剧之王》里饰演跑龙套的演员时，不忘

埋头研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自

我修养》， 一部颇具学院派意味的理论

著作，在周氏搞笑风格里，自带几分荒

谬多少辛酸，意想不到的反差张力呼之

欲出。
谁说这不是电影借文学之口的深

情诉说呢？ 《星际穿越》中，宇航员父亲

因时空穿越进入多重时空，当载着人类

生存希望的飞船驶向太空，老布兰德博

士吟出诗句：“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

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
怒斥光明的消逝……”迸发出不屈的生

命能量。 这首狄兰·托马斯的知名诗歌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将人本身

的衰老病死， 演化为时间对人的追猎，
与影片隐含的主题珠联璧合。

狄兰当初写这首诗来鼓励病重的

父亲，而导演诺兰赋予了诗句深层次的

解读，“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不

仅仅是个体的临终怒吼，还寓意整个人

类、星球的命运岂能堙没于黑洞。 在评

论界看来，诗歌与影片的贴切，仿佛诗

人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得到了剧透。而诺

兰和狄兰相似之处在于，他们思索“生、
死、爱”的哲学主题，怀着勇气和意志去

化解白昼与黑暗、生与死的对峙；同样，
艺术和科学也好奇共通的命题：关于时

间、空间，关于人类挣脱时空之缚。

这些图书可不仅仅是电影道具
■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里的《黑天》《神秘岛》《地下室手
记》《局外人》

电 影 开 场 前 30 分 钟 里 ， 导 演
李安让他的 “少年派 ” 依次读了 4
本书 ： 印度神话 《黑天 》、 儒勒·凡
尔纳 《神 秘 岛 》 、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地 下 室 手 记 》 和 阿 尔 贝·加 缪 的
《局外人》。 4 本风格截然不同的书，
同时叠加在同一人身上 ， 就有些意
味深长了。

《黑天》 讲述印度教主神毗湿奴
第八个化身的故事， 当黑天 “一张口
看进去就是整个宇宙” 时， 少年派的
世界观就此形成， 这股力量支撑他此
后在海上的日夜。 《神秘岛》 培养了
派的科幻素养， 也暗示他人生即将遭
遇奇迹 。 被视作存在主义代表作的
《地下室手记》， 为派的离奇经历找到
了合理解释， 也是电影主题的灵光一
现 ： 人的存在即是荒谬 ？ 而 《局外
人》 更像是导演和主角之间隐秘的呼
应。 李安就曾说过自己 “像是世界的
局外人”。

■ 电影 《缘分天注定》 里的
《霍乱时期的爱情》

浪漫爱情电影里少不了书籍的牵
线。 《缘分天注定》 中男女主角相逢
短短几小时后就爱上彼此， 女主角把
自己的联络地址写在一本二手的 《霍
乱时期的爱情》 扉页上， 男主角在此
后十年每逢旧书店必进， 只为寻找这
本书的踪迹。

《霍乱时期的爱情》 可以说是作
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 之
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了， 小说里男女
主角的爱情牵绊贯穿一生， 两人年少
相识 ， 迅速相恋但最终却没有在一
起， 直到几十年后费尔米纳的丈夫故
去， 两人才再度重逢。 而在电影 《缘
分天注定 》 里 ， 男女主角也分离多
年 ， 最后依靠着这本小说才再度相
拥。 可见导演安排女主角以书为媒显
然是精心设计过的。

■ 电影 《X 战警》 里的 《永
恒之王》

不 少 科 幻 迷 对 电 影 《X 战 警 》
中， 万磁王被关押于监狱中阅读的那
本 《永恒之王》 争论不休。 要知道，
电影的另一灵魂角色 X 教授 、 万磁
王的一生挚友和敌人也在影片结尾给
学生推荐了这本书。 这本书何以同时
得到两位主角的青睐呢？

原来 ， 小说 《永恒之王 》 是英
国作家 T.H.怀特的一部奇幻史诗 ，
描述了传奇王者亚瑟王的传奇一生，
兼具文学的浪漫和历史的严谨 ， 涵
盖着亚瑟王各个时期经历的故事细
节 。 身为变种人阵营领导者的 X 教
授和万磁王会从中得到启示也就不
足为 奇 了 。 《永 恒 之 王 》 里 写 道 ：
“勇敢只是一部分 ， 方向更为重要 。
当你受到打击 ， 经历挫折 ， 从骨子
里颤 抖 ， 看 到 你 的 世 界 被 人 摧 毁 ，
体验你的荣誉被踩进下水道 ， 发生
这些事情之后 ， 你要学的只有一件
事情 。 学习世事为何如此变化 ， 发
生了哪些变化。” 这恰恰道出 X 教授
和万磁王的自白。

■ 电影 《情书》 里的 《追忆
似水年华》

许多影迷都念念不忘 《情书》 中
柏原崇饰演的藤井树， 那帅气的身影
倚窗而立， 两个藤井树的隐秘爱情线
索 ， 就藏在他手捧的 《追忆似水年
华》 书中。

导演岩井俊二巧妙借普鲁斯特的
名著隐喻全片 “一场青春爱情的祭奠
礼 ”主旨 ，两个同名同姓的男女学生
中学时期情窦初开，电影弥漫着对藤
井树之间似水年华的追忆，尽管斯人
已逝。 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整体上并
不波澜起伏，而以叙述者的生活经历
和内心活动为轴心，穿插大量生命流
淌过的瞬间，犹如一棵枝丫交错的大
树，在天空汇成伤感的交响。 这种意
识流叙事，与影片中无疾而终的恋情
带来的感伤， 彼此轻柔呼应。

电影 《缘分天注定》 里， 男女主角因马尔克斯的 《霍乱时期的爱情》 一

书而结缘， 书中情节与剧情有几分吻合， 可见导演的精心设计。

以 1.64 亿元人民币成交的张大千泼墨名作 《瑞士雪山》。 （资料图片）

不少电影里都会出现主角捧读的镜头， 一本出镜不过两三秒的书有可能与整部影片遥相呼应， 等待着细心的读者去勘破， 一旦破解， 便忍不住拍案叫绝。
图为电影 《成为简·奥斯汀》 中， 演员安妮·海瑟薇饰演的简·奥斯汀正沉浸书中世界， 令人不忍叨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