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一为艾丽
西亚·考普罗维茨
所收藏的法国著
名画家莫迪里安
尼的《戴项链的红
发女子》， 图二为
艾丽西亚·考普罗
维茨所收藏的16
世纪西班牙古典
大 师 克 鲁 斯 的
《布拉甘萨公爵夫
人肖像》， 图三为
艾丽西亚·考普罗
维茨所收藏的奥
地利著名画家席
勒的名作 《穿蓝
裙的女子》， 图四
为举行 “从苏巴
朗到罗斯科： 艾
丽西亚·考普罗维
茨收藏品展” 的
法国巴黎雅克马
尔-安德烈博物
馆外景。 （图片
均为本文作者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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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级艺术品收藏家、西班牙女富豪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最近首度向公众展示自己神秘的藏品

这个美丽女人借助艺术品收藏走出人生低谷
艾 微

在西班牙富豪中排名第九

前不久， 在法国巴黎雅克马尔-安德
烈博物馆， “从苏巴朗到罗斯科： 艾丽
西亚·考普罗维茨 （Alicia Koplowitz） 收
藏品展” 虽然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但是
依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展览展出了从
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收藏的大量丰富的
艺术品中精选的 53 件作品。 这 53 件作
品从西班牙古典艺术大师戈雅、 苏巴朗
的油画， 到意大利 18 世纪艺术家提埃波
罗、 加纳莱托、 瓜尔迪的杰作， 从土鲁
斯-罗特列克、 梵高、 高更的画作， 到对
毕加索、 格里斯、 冈萨雷斯等西班牙画
家的特别关注， 从当代画家弗洛伊德、
罗斯科、 巴塞洛的作品， 再到贾科梅蒂、
布儒瓦、 里希埃的雕塑……一个个都是
艺术史上闪耀的名字， 展出的作品横跨
几个世纪。

展览的消息传到她的家乡， 让西班牙
人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位女
收藏家的异常低调。 在马德里， 她几乎过
着隐居的生活。 此前， 她只将部分收藏品
借给过博物馆临时展出， 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展示， 其中有许多
作品都是第一次面向公众。

按照 《福布斯》 杂志的计算， 艾丽西
亚·考普罗维茨的身家超过 25 亿美元， 在
西班牙富豪中排名第九。 她父亲创办了西
班牙建筑业巨头 FCC 公司。 1997 年， 她
把从父亲那里继承到的股份以 8 亿美元的
价格卖给了自己的姐姐艾斯德尔·考普罗
维茨， 然后一手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Grupo Omega Capital。

“她没有组建收藏家协会，也没有
聘请顾问，她更偏爱独自做决定”

早在与丈夫结束 20 年的婚姻之前，
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就开始了艺术品收
藏。 而在离婚以后， 这一爱好对她来说有
了更多的意义。 “作为逃避孤单的一种方
式， 她投身于艺术世界， 并日益精通。”
本次特展的策展人巴勃罗·梅兰多 （Pablo
Melendo） 说。

为了这次特展， 很少公开发声的考
普罗维茨回顾了自己的收藏历程以及对
艺术的喜爱：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
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世界四大
艺术博物馆之一） 的情景。 那时我 7 岁，
是我上的法语学校组织我们班同学一起
去的。 当我第一次站在 《宫娥图》 （西

班牙古典绘画大师委拉斯开兹代表作）
前时， 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击， 让我至
今记忆犹新。 每次我想到这幅杰作， 这
种感觉都会再次涌来。” “我也同样记得
在这家美术馆欣赏雕塑时的感受。 我相
信， 就是从那时开始， 雕塑对于我来说
成为了与绘画同等重要的艺术元素 。”
“读初中时， 我特别喜欢绘画课。 青春期
的时候， 我经常去雷科莱托斯大道上的
一个绘画学校。 它就在一家咖啡馆的顶
层， 那里聚集着许多艺术家和诗人。 当
时， 我想要画画。”

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人生当中的第
一件收藏品是 17 岁时在巴黎购得的 。
“那是在德鲁欧拍卖行。 在那里， 我拍得
了一件赛佛尔瓷器。 我一直收藏着它， 这
是一件给我带来快乐的收藏品。”

对于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来说， 收
藏是她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就像
一块盾牌， 帮我抵挡人生中的各种更迭，
指引我探索内在的路径……”

考普罗维茨最初关注的是古典艺术
大师的作品， 她收藏了许多 18 世纪的法
国绘画和家具。 但是艺术品市场上真正
有分量的古典大师作品相对稀缺， 这使
得她转而开始关注现当代艺术。 据说，
她每年都会至少购入一件重要的收藏品
来犒赏自己。

策展人巴勃罗·梅兰多这样形容这位
女收藏家： “她并不急于求成， 也不大肆
收揽。 她没有组建收藏家协会， 也没有聘
请顾问。 她更偏爱独自做决定， 有着扎实
的艺术史功底。 她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花
很多时间来看书。”

最近， 路易威登基金会举办的已故俄
罗斯收藏家谢尔盖·史楚金个人收藏品展
刚刚落幕， 创下了 120 万人次的参观纪
录。 史楚金收集那些在他所处的时代、 环
境下有争议的作品， 即使有时这种选择与
他自己的品味相悖。 而与史楚金不同， 艾
丽西亚·考普罗维茨只收藏她喜欢的作品：
“我收藏的每一件作品都能带给我某种情
绪， 有时甚至是一种迷恋。”

“她在收藏时，
潜意识中偏爱女性主题”

考普罗维茨的收藏有一种对女性主题
的偏爱。 “这并非她有意为之。” 梅兰多
说， “事实上， 直到我们筹备这次展览的
时候跟她说起， 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收藏有
这样的特点。 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潜意识在
起作用。 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失去了父母，
为了找到自己的位置努力地奋斗。 这或许

是一种解释。”
由于严格的出口限制， 最好的西班牙

古典大师作品都没有出现在国际艺术品市
场上， 而是在西班牙被最有身家背景的人
士收入囊中。 本次展览展出的这幅西班牙
古典画家潘托哈·德·拉·克鲁斯所作的
《布拉甘萨公爵夫人肖像》， 是考普罗维茨
10 年前直接从画像女主人公的后人手里
买下的， 在此之前被同一个家族代代相传
了 500 年。

潘托哈·德·拉·克鲁斯是西班牙国王
菲利普二世和菲利普三世的御用画师。 这
幅作品是弗里亚斯公爵在女儿安娜———也
就是日后的布拉甘萨公爵夫人———出嫁前
向他订购的。 画家在描绘人物的服装、 配
饰， 特别是轮状褶皱蕾丝领时展现出了高
超的技艺， 突显出女主人公尊贵的社会地
位。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 通过对面部表情
的刻画， 作品展现了这位年轻美丽的女孩
在离开父母、 嫁为人妇时的微妙情绪。 她
在 4 年以后， 年仅 22 岁便离开了人世，
留给父亲无尽的悲伤。 而她的长子日后成
为了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第一任国
王———若昂四世。

西班牙绘画大师戈雅画笔下的阿罗伯
爵夫人有着相似的命运， 贵族少女精心绾
起的发辫上插着一朵山茶花， 薄如蝉翼的
纱裙上装点着刺绣， 略显婴儿肥的脸上稚
气未脱， 表情恬静， 但坚定的眼神又似乎
在打消人们对她能否胜任妻子这一角色的
怀疑。 可惜的是， 画作完成一年后， 这位
女主人公便离开了人世。

时间推进到近现代， 考普罗维茨所
收藏的近现代名画中的女性形象， 更多
地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法国著名印
象派画家土鲁斯-罗特列克创作的 《看
书的女子》 这幅画作中的女主人公， 是
他住在巴黎蒙马特时从小认识的邻居海
伦娜·瓦丽。 画家欣赏她的面部轮廓， 称
赞她 “希腊 式的 侧影 无 与伦 比 ” ， 在
1889 年前后为她创作了好几幅肖像。 这
幅 《看书的女子》， 画面中的海伦娜似乎
无视画家的存在， 完全被眼前的书本所
吸引。 土鲁斯-罗特列克最大限度地减
少了配饰， 着意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
在技法上， 可以看到日本绘画风格的影
响。 与此同时， 这幅作品也是当时这一
年轻而有活力的街区的生活写照。 用记
者、 评论家泰奥多尔·杜赫 （Theodore
Duret） 的话来说， 那是 “绽放的蒙马
特”。 这幅画也被画家本人看作是他最重
要的作品之一， 考普罗维茨在 2011 年将
其纳入收藏。

奥地利绘画大师席勒最为人们所熟悉

的是他的自画像和带有特别意味的年轻裸
女像。 而在考普罗维茨收藏的席勒名作
《穿蓝裙的女子》 中， 画家捕捉的蓝色剪
影修长灵动， 让人不禁联想到法国现代派
诗歌巨匠波德莱尔的 《致一名过路的女
子》 中的诗句： “一个女人走过 她那灵
动的手 提起又撩摆那带有花饰的裙褶。”
我们似乎能感觉到迅速流动的笔触所传
递出的情绪， 画面中的女子面容模糊，
身形优雅， 背对着观者， 似乎马上就要
离开人们的视野…… “我不知你何往，
你不知我何去， 啊， 我可能爱上你， 啊，
你该知悉!”

近些年来， 法国绘画大师莫迪里安
尼的作品成为艺术品市场上的宠儿。 考
普罗维茨收藏的带有莫迪里安尼画家鲜
明个人特色的名作 《戴项链的红发女
子》， 是该作品首次向公众展出。 女主人
公慵懒的姿态透出一种淡淡的忧伤， 一
头红发在灰色背景的晕染下愈发神秘，
充满诱惑。 我们可以想象， 也许她刚刚
剪去长发。 为画家做模特的任务一旦完
成， 她就会起身去蒙马特的露天咖啡座
喝一杯， 独自抽上一根烟。

“一个展览，两位女收藏家”

考普罗维茨此次将个人收藏品展交由
巴黎的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举办并非
偶然。 她对巴黎相当熟悉， 对这座博物馆
一直以来有种特殊的情结。 因为， 它是由
爱德华·安德烈和娜莉·雅克马尔这对收藏
家夫妇的私人宅邸改建而成的。

这座博物馆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了女主人娜莉·雅克马尔的影响。 娜莉·雅
克马尔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平凡家庭， 但在
一位贵妇的支持下， 她得以学习绘画， 年
仅 22 岁便有两幅作品被选入官方沙龙，
成为一名肖像画家。

娜莉是受邀为爱德华·安德烈画像时
认识这位富有的银行家的。 9 年以后， 两
人结为夫妇。 当时， 雅克马尔 40 岁。 在
夫妻俩共同生活的 13 年里， 他们游历欧
洲， 尤其是雅克马尔喜爱的意大利， 不断
带回珍贵的收藏品。 如今， 博物馆里珍藏
着波提切利、 伦勃朗、 提埃波罗、 弗拉戈
纳尔等大师的作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考普罗维茨延续
着雅克马尔对艺术的喜爱。 难怪一篇评论
此次特展的文章取了这样一个标题： “一
个展览， 两位女收藏家”。

（作者系艺评家）

收藏故事

这似乎是一个大画“横行”的时代。 画
家喜欢画大画，展览偏爱展大画，藏家青睐
收大画。 好像不大不足以显示出作品的分
量，不大无法展露画家的才情，不大不能吸
引公众的眼球。

然而， 王元鼎先生是这喧嚣时代的例
外。 由于职业关系，我几乎每年都要参加上
海艺博会。 在那些扑面而来的华而不实、苍
白空洞的所谓大画包围之中， 王元鼎先生
仅有“16×23cm”、“20×30cm”尺幅的油画委
实显得有些小， 但这些小油画恰如一股潜
流，乍看不起眼，细品回味无穷，格外清新。

王元鼎先生小油画的主题无关宏大叙
事， 所画的大多是 “鸡零狗碎” 的南方
乡村的日常生活： 欢快的鸡群， 调皮的猪
崽， 护家的小狗， 嬉水的鸭子， 乡村小
道， 农家庭院……看似平淡无奇， 但每一

幅都是那么温馨和美， 笔触精到， 画面饱
满， 呼之欲出， 融合了王元鼎对人生况味
的独特感悟。 没有对乡土的真爱和大爱，是
断然画不出如此感情真挚的画作的。 小油
画蕴藏大境界。

王元鼎先生并非不擅大画。 他曾经创
作过一系列各种题材的油画、水彩大画，颇
受称誉。 当年因为画得好，仅 18 岁的王元
鼎便被派去北京创作大型主题油画。

时势移易， 人的创作也会随着心境的
变化而发生改变。 年过古稀的王元鼎现在
更钟情于小油画创作。 尺幅千里，在这方寸
之间， 他似乎更能展现才情、 性情和对生
活、艺术的丰富体验，尽显大千世界的万般
风情。

画不在尺幅大小， 关健是必须体现画
家对生活别具只眼的发现、 开掘和不同寻
常的艺术处理。 在世界美术史上，不乏小油
画成为传世经典之作。 比如中国观众熟悉
的荷兰绘画大师维米尔的 《戴珍珠耳环的
少女》，比八开纸大不了多少，但是维米尔
以天才般的手法精彩展现了画中少女那惊
鸿一瞥，令无数观众为之销魂。

王元鼎的小油画描绘细入毫芒， 明暗
层次细腻，色彩变化微妙，笔法圆润，不露
锋芒，常令观者观后有会心一笑的愉悦。

一般而言，绘画长于表现瞬间，而不长
于表现过程；长于表现静止，而不长于表现
运动；长于表现空间，而不长于表现时间。
而王元鼎先生却善于在画面的瞬间展现出
令观者能够产生丰富想象的动感场面和空
间， 反映了他对表现对象的深刻理解和高
超技巧。

王元鼎在画坛其实是一位“早慧”的艺
术家。他出身艺术世家。外公孙雪泥是名画
家，名出版家。 从小往来无白丁，谈笑皆名
流。 6 岁起开始习画，成为李慕白、谢之光、
唐云、江寒汀、张充仁、哈定等中西绘画大
家的弟子。 他“左手”画国画，“右手”牵西
画，中西交融，别开生面。 他的油画骨子里
透出的是中国水墨的韵味， 寄托的是中国
人特有的情感。 记得中国油画大家靳尚谊
说过，油画虽然是外来的绘画形式，但是，
中国人画油画必须灌注中国人的情感，这
样的作品才有价值。 虽然生长在城市，但
是王元鼎却对中国的乡村情有独钟。 年青
时，因为偶然的机会，王元鼎到江南的乡
村去写生，从此迷上了中国的乡村，爱上
了乡村里那些朴实的乡亲。 以后，中国南
方的乡村成为他常来常往之地。 他自称
“待在中国的乡村远比住在美国的洛杉矶
更加自在”， 乡村中的一草一木一物都成
为他魂之所系、梦之所归、源源不断的创
作素材。 过去读西方美术史，总是被 19 世
纪法国巴比松画派艺术家那份对法国乡
村的深情所感动，以后亲眼看到这些艺术
家的作品，也便有了更深的理解；得知王
元鼎先生的创作经历后，我同样也为他那
份对中国乡村的情感所折服。 因此，王元
鼎先生今天能够创作出如此精彩鲜活的
乡村题材小油画绝对不是偶然的。 那是一
个真正的中国艺术家以油画向世界所作
的“乡土浪漫宣言”。

在王元鼎先生的乡村题材作品中，鸡
画无疑是他近年来所着力经营的一个艺
术品种。 在王元鼎先生的妙笔下，不管是

小鸡还是母鸡、公鸡，也不论是单个鸡抑
或一窝鸡，莫不神形毕肖，生动鲜活。 但
是，仅仅用“神形毕肖，生动鲜活”这 8 个
字来评价王元鼎先生的鸡画，那显然是低
估了王元鼎先生鸡画的价值。 在中国绘画
史上，历来有擅画鸡者。 远的不必说，近现
代画家中就不乏画鸡的高手圣手。 大家都
知道徐悲鸿善画马，但是他的鸡画也是别
具一格。 徐悲鸿特别爱画雄鸡，往往在鸡
画中蕴藏了深厚的政治寓意。他 1937 年创
作的名作 《风雨鸡鸣图》， 画面上是一只
站在暴风雨巨石上的雄鸡， 并题有 “风
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
喜” 16 字， 寄托了徐悲鸿盼望仁人志士
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能够挺身而出， 发
出救亡的呐喊的良苦用心。 现当代画鸡
最出名的画家当属南京艺术学院已故的
陈大羽先生。 陈大羽画鸡， 笔墨恣肆，
英姿勃发， 桀骜不驯， 气势凌人， 豪放
雄强， 确实开了鸡画的新境界。 但王元
鼎先生的鸡画既无 “微言大义”， 也不豪
放雄强， 霸气十足。 他的鸡画充满温情，
他笔下形形色色、 姿态各异的鸡都是那么
悠然自得， 享受着宁静的田园之乐。 王元
鼎是以平视、 欣赏、 审美的姿态在画着这
些鸡。 与其说他是在画鸡，不如说他是借这
些寻常的鸡， 表述他对中国乡村和生活在
这些乡村中普通村民的热爱之情。 这也许
才是王元鼎鸡画真正的人文价值所在。

王元鼎先生作品展于 6 月 23 日至 27
日在上海朵云轩举行。 60 幅作品足以呈现
出王元鼎完整的艺术世界， 令观众领略到
他别样的绘画风格和魅力。

方寸之间，亦见世间万般风情
张立行

今年的世界艺术品收藏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盛事之一是， 西班牙女收藏家艾丽

西亚·考普罗维茨（Alicia Koplowitz）在法国巴黎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终于首次

向公众展出她的部分藏品。

在当代世界艺术品收藏界，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是一位异常低调的收藏家。 对于中

国收藏者来说，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似乎也远不如那些浮在水面上所谓的收藏家的名字

来得熟悉。 但是，来自西班牙的今年63岁的女收藏家艾丽西亚·考普罗维茨所拥有的藏品

是当今欧洲最重要的私人艺术品收藏之一，她是当今世界顶级的西方艺术品收藏家。而她

的人生故事和收藏经历也是如此一波三折，精彩纷呈。
图为西班牙女收藏家艾丽

西亚·考普罗维茨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集市
王元鼎作

▲

鸡趣
王元鼎作

佳作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