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茛商晚期安阳青铜饕餮纹方尊拍

出约合人民币 2.57 亿元

因为几个传说中的名字重出江湖，
西方艺术品卷起的市场风云格外汹涌

附着在拍品上的 “唯一”
两个字，于买家而言有着致命
的吸引力

附着在拍品上的“唯一”两个字，于买家

而言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而 2017 年的艺术市

场上，不乏“唯一”创造的奇迹。
五百年后，达·芬奇竟然还有遗落在民间

的画作。 去年 11 月于纽约拍场“出山”的达·
芬奇油画《救世主》，当真充当了一回全球艺

术市场的 “救世主”———以约合人民币 30 亿

元的成交价飙出全球艺术品拍卖纪录。 据拍

卖行称，这是近百年来唯一发现的达·芬奇真

迹，也是市场上唯一流通的达·芬奇作品。 而

此前已知的十几件达·芬奇作品，无一例外地

深藏于博物馆。

此番头顶众多光环的这幅 《救世主》，高
约 66 厘米， 宽约 47 厘米， 达·芬奇绘于约

1500 年。 这是几与《蒙娜丽莎》同时期的作

品， 身穿青金色与深红色长袍的耶稣半身正

面示人，左手手托水晶球，右手则轻举象征祝

福的手势。 事实上，作品不是没有争议的。 比

如，《救世主》的身世实在太过传奇，它曾是法

国、英国王室的旧藏，又历经数度易主，尤其

是———它曾在历史中销声匿迹百余年。 谁知

道这百余年发生了什么？也有人指出，画中人

手托的水晶球并没有使光线发生扭曲，达·芬

奇花了一辈子研究光， 难道会犯这样的低级

错误？尽管不乏疑点，人们依旧为《救世主》而
疯狂———只因，太多的专家声称，今天，人们

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达·芬奇作品了。
另一个“唯一”创造的奇迹，来自一张“小

品”———欧仁·德拉克罗瓦名作 《自由引导人

民》的唯一已知油画草图。对于一张“草图”而
言，去年它在拍场上创出的约合 2700 万元人

民币的成交价已是“天价”。 珍藏于卢浮宫的

《自由引导人民》可以说是在全球范围内家喻

户晓的名画。这是德拉克罗瓦为纪念 1830 年

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 画中象征着自由的

女神形象高擎三色旗，领导着人们穿过硝烟、
奋勇前进，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此次出现在

拍场上的《自由引导人民》油画草图尽管寥寥

数笔， 手迹中自然而然溢出的动感却依然令

人沉醉， 画面的流畅风格以及锐利的对角线

条也尽显艺术大师的风范。 至于为传世杰作

留下演变过程的重要纪录， 让人从中深入了

解画家作画的思路， 则为作品附加上艺术价

值以外的史料价值。

天文数字的成交金额背
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稀缺

西方艺术品市场少有意外之喜， 多的是

情理之中。 成熟的艺术市场遵循着经济学领

域的 “二八法则 ”———80%的总成交额出自

20%的艺术品。 天文数字的成交金额大多不

是偶然，背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稀缺，牵引着

买家举起手中的竞价牌。
去年春天， 西方艺术品市场上令人振奋

的拍品之中，定有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花

草农园》———最终这幅作品在伦敦的拍卖会

上以约合 4 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 成为这一

季全球拍卖会上闪耀的一颗星。 克里姆特可

谓艺术国度奥地利最负盛名的视觉艺术大

师，也是一个名为“分离派”的艺术派别的开

山鼻祖。 这“分离派”， 指的是与古典学院派

艺术分离，追求表现的“实用性”“合理性”，尽
管不如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为人们所耳熟

能详， 它将油画引向装饰风格的先见却暗合

了当代人的审美趣味， 近年来尤其受到藏家

的追捧。此番惊艳拍场的这幅《花草农园》，尽
管不属于克里姆特最具眼球效应的 “金衣女

人”系列，画中风景富于灿烂装饰美的特质，
流淌出的依然是这位艺术家的典型风格。 并

且，相较于他笔下张扬的女人题材，克里姆特

的风景画被认为揭示了内心的另外一面。
克里姆特的作品不算多， 且大多藏于博

物馆、美术馆，公开现身拍场屈指可数，攥在

私人藏家手中本就不多的作品往往还未等到

上拍， 就先被人以私人洽购的方式神不知鬼

不觉地买走了，比如曾以约合人民币 10 亿元

成交的《阿黛尔 2 号》、以约合人民币 11 亿元

成交的《水蛇 II》走的都是这条路。 《花草农

园》 作为近年来难得现身拍场的克里姆特作

品，它所激起的竞买水花其实在情理之中。
艺术市场的狂浪， 也被难得一见的文森

特·梵高作品所掀起。 去年 11 月在纽约举办

的一场拍卖会上，梵高油画《田野里犁地的农

夫》的重现市场令人肾上腺素加速分泌，吸引

藏家豪掷约 5.4 亿元人民币。 这可以说是一

幅不那么典型的梵高作品， 画中没有如 《星
空》般充满想象力与力量的笔触，也看不见如

《卧室》 般饱和度高且对比强烈的色彩表现。
这也可以说是一幅很有些内心独白意味的梵

高作品。《田野里犁地的农夫》是梵高 1889 年

8 月住在圣雷米疗养院时的创作， 画的是他

透过病房的窗户就能看到的景色， 画面将时

间定格在傍晚， 草地与夕阳的颜色开始有了

“灰”。 当时，梵高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逐渐

走到生命的尽头———不到一年之后， 他便离

开了这个世界， 只见这幅画中流淌出越来越

多的寂寥与失望。
上一次梵高重出江湖， 是在 2014 年，当

时他的《雏菊与罂粟花》以约合人民币 3.7 亿

元被一位中国买家收入囊中。再往前追溯，似
乎是 1990 年代的事了。梵高的作品无论什么

时候抛向市场，总能引来白热化的竞投。
这一年，马克·夏加尔的个人拍卖纪录同

样被刷新了———夏加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

一《恋人》重出江湖，拍出约合人民币 1.9 亿

元。 爱情是夏加尔创作中重要的主题， 这件

《恋人》就描绘了他与妻子缪斯贝拉的美好爱

情。 画中，两人天马行空地漂浮在夜空中，相
拥依偎，与花神交融，流淌出这位艺术家特有

的梦幻气质。

达·芬奇、文森特·梵高、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他们的名字，
在艺术史上熠熠生辉，亮相艺术市场，却是那样可遇而不可求。 艺
术市场上的价格从来扑朔迷离，与艺术价值不完全成正比。它只与
人们的欲望有关———眼前的这件作品，你究竟有多想要？

▲问鼎世界艺术品拍卖纪录的达·芬奇

《救世主》（局部），约合人民币 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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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 过 去 的 2017
年， 对于艺术品市场而
言是载入史册的一年 。
这一年， 世界艺术品拍
卖纪录以及中国艺术品
拍卖纪录双双被打破 。
前一个纪录的缔造者 ，
是达·芬奇油画 《救世
主 》， 飙出 4.5 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30 亿元）；
后一个纪录的问鼎者 ，
是齐白石国画 《山水十
二屏 》， 以 9.3 亿元人
民币成交。

弹眼落睛的， 总是
天价，值得深味的，却是
拨开成交金额那一长串
数不清的 “零 ”之后 ，所
呈现的艺术本身———有
多难能可贵， 就有多万
众瞩目。 这才是人类智
慧的结晶，文明的财富，
任时光冲刷而愈加光彩
动人。

中国传统艺术正以深厚的内蕴，
成为全球艺术市场活力强劲的引擎

“传统派”近现代艺术大家
领跑艺术“大盘”

去年拍场上最耀眼的中国艺术

家，得数几位“传统派”近现代艺术大

家 ，如 齐 白 石 、黄 宾 虹 、吴 昌 硕 、潘 天

寿。 近现代中国画坛上，与向外取经的“融
合派 ”相对的 “传统派 ”，曾经一度被视为保

守甚至落后的代名词。 事实上，这一批自内求

变的画家， 恰恰用杰出的艺术实践证明了中国

画与时俱进的强大创造力， 表明自己的文化自

信心。
因为前不久一套飙出 9.3 亿元人民币的齐

白石《山水十二屏》，中国艺术品全球拍卖的纪

录被改写，中国艺术品也首次跻身“一亿美元俱

乐部”。 齐白石是个全能画家，但他一生画花鸟

草虫、水族虾蟹最多，山水画最少。 此次上拍的

《山水十二屏》绘于 1925 年，被认为是齐白石转

型时期的代表作，博物馆级别的藏品。 画面构图

新奇，笔墨老辣，用色大胆，真正达到了齐白石

自己所倡导的“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

双”，并且 12 幅画有 11 幅画有题画诗。 虽说竞

价是感性的，估价却是理性的———早在拍前，这

套作品就被专家团队给出 5 亿 元 人 民 币 的 估

价，这其实也是中国艺术品的最高估价。
去年春拍最抢眼的中国艺术品，来自黄宾虹

拍出 3.45 亿元人民币的《黄山汤口》。 此前黄宾虹

作品的市场表现并不起眼。 这或许与其画作看上

去总是“黑漆漆”、并不雅俗共赏有关。 黄宾虹最

为擅长的，正是以金石趣味表现山水“浑厚华滋”
的氛围。 他执著追求于山水的“内美”，这样的美

古奥深邃甚至有些艰涩难懂，而在业内看来代表

着一种艺术的高度。 此次《黄山汤口》的天价成

交，倒是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中国艺术品市场正

在走向成熟，买家们的鉴赏力正在逐步提高。
还有一位艺术价值为市场重估的艺术大家

是吴昌硕，他的《花卉十二屏》去年秋拍以 2.1 亿

元人民币在北京成交。 吴昌硕的画，非常讲究笔

墨的书法韵味，流露出古拙凝重、大气豪迈的味

道，尤以画花卉闻名。 这套画共绘牡丹、水仙、石
榴、荷、松、梅、竹、菊、兰、紫藤、玉兰、白菜，属吴

昌硕存世最巨型的绘画作品。

“标准件”古代书画卖一张
少一张，牵动无数藏家的心

一批堪称“标准件”的中国古代书画，在去

年的艺术市场上逐一面世， 牵动着无数藏家的

心。 中国古代书画距今数百甚至近千年， 所谓

“标准件”， 指的又是最具艺术家风格代表性的

作品，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卖出一张少一张。 它

们频频创出的过亿元人民币的成交天价， 足以

证明市场对于它们的认可度， 倒也因此让人格

外留意到它们的美。
去年春拍于纽约拍出约合人民币 3.4 亿元

的陈容《六龙图》，就是陈容这位南宋重要画家

的“标准件”。 中国美术史上，最会画龙的人就是

陈容。 他笔下的龙活灵活现，成为后人画龙的典

范。 甚至在日本，几百年来凡有龙图案的画绝大

部分仿效的就是陈容。 此次上拍的《六龙图》描

绘了六条矫健灵巧的威猛巨龙， 在云雾和巨浪

中游走。 作品还附有南宋理宗皇帝和诸大臣的

题跋以及陈容自题的古诗一首，也被《石渠宝笈

续编》评为水平极高的重要作品。
出 现 在 去 年 岁 末 北 京 拍

场上以 1.9 亿元人民币成交的

赵 孟 頫 《般 若 波 罗 蜜 多 心

经》，不仅是赵孟頫的代表性

书法作品，也是历朝历代众

多《心经》写本中最珍贵的写

本之一。 赵孟頫是元代最为

著名的书法家， 集晋唐书法

之大成，书风秀逸，结体严整，
笔法圆熟。 此次接受藏家竞价

的赵孟頫《心经》，经历代知名藏

家递藏。 仅明代藏家项元汴在这

件作品上钤盖的鉴藏印就多达 25
枚，其中“神品”一印的钤盖绝非随意。
同样引人瞩目的， 还有去年岁末出

现在北京拍场上的沈周 《送吴文定行图并题

卷》， 近 1.5 亿元人民币成交价成就了沈周个人

作品的拍卖纪录。 以“明四家”为代表的“吴门画

派”，自沈周开创。 他的这幅《送吴文定行图并题

卷》是 10 多米的长卷，画了整整三年，被称为画

家一生最为壮观的山水画作品。 沈周以此卷为

远赴京城的好友吴宽送行， 画中寄寓着一路平

安的祝福，山水迢迢皆为造化之美，只见一条山

路在山岗、水涧、峭壁之间穿越，深山密林之间，
有泉流乔柯， 有山庄兰若， 有茅亭可以憩息抚

琴，有舟楫可以渡江涉水。

古代传统工艺的价值逐渐
为人们所认识

书画以外，瓷器、家具、青铜器等好些凝结

匠人匠心的中国古代传统工艺领域在去年的艺

术市场上，迸发出一连串“爆点”。
一件距今约千年的北宋瓷器 “汝窑天青釉

洗”在香港以约合 2.45 亿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

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天青釉”指的是颜色，
“洗”指的是作为文房用具笔洗的功能，通体釉

如凝脂，布满莹澈的冰裂片纹，这件瓷器极素，
极简，却真正代表了中国陶瓷艺术的高度。 北宋

汝窑作为宫廷御用瓷器， 只有 20 多年历史，有

“名瓷之首，汝窑为魁”之说，其天青釉色至今无

法仿制。 这汝窑，传说来自宋徽宗的一个梦，梦

到大雨过后，远处天空云破处，有一抹神秘的天

青色，格外令人着迷。 醒来后，他写下“雨过天青

云破处”，让工匠烧制出这种颜色。 最终，是汝州

的工匠烧出了令宋徽宗满意的天青色。 天青色

釉因此成为汝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也成就了中

国陶瓷史上最美的颜色。 目前全球已知汝窑瓷

器仅存 87 件，其中私人收藏的只有四件，件件

皆为稀世珍品。 每回汝窑瓷器释入市场，总能引

起竞价轰动。 上一回汝窑接受藏家们的追逐，还
是在 2012 年，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拍出

约合 1.7 亿元人民币。
这一年， 中国古典家具也有了新的世界拍

卖纪录———岁尾， 清康熙御制的一对黄花梨鸾

凤牡丹纹大顶箱柜在北京拍出 9890 万元人民

币。 这对由黄花梨大料制成、体量硕大的箱柜，
呈现出撼人的气势，可谓倾注了太多的匠心。 仅

柜体上即雕刻有 12 只鸾凤，衬以连云、湖石、牡

丹、野菊、兰草，运用高浮雕手法，具有康熙时期

皇家御制家具的典型特征。
借由拍卖市场，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价值正

在为越来越多的藏家所认识到。 去年夏天， 一

只南宋宫廷旧藏西周青铜兮甲盘以 2.1 亿元人民

币在杭州成交， 打破了国内青铜器拍卖成交纪

录。 商周青铜器在国际市场的地位， 更是不容

小觑。 去年春天在纽约拍场上， 四件来自日本

藤田美术馆旧藏的商代青铜器均以超过亿元人民

币的高价成交， 其中一只青铜饕餮纹方尊高达

2.57 亿元。

茛拍出 9.3 亿元人民币的齐白石

《山水十二屏》（局部）， 创造出中国艺

术品全球拍卖纪录

“传统派”近现代艺术大家之作、古代书画、汝窑瓷器、明清家具、商周
青铜器……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在去年的艺术市场上得到了价格的莫大
肯定。 艺术市场的价格或许说明不了太多，但只有保护住了价格，才能引
起社会对于这些艺术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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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夏加尔拍卖纪录的《恋人》，约合人民币 1.9 亿元

▲以约合 2.45 亿元人民币成交的北宋瓷器

“汝窑天青釉洗”，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年度盘点

10 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