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拉
斐
尔
名
作
《
雅
典
学
院
》
，
是
梵
蒂
冈
使
徒
宫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这
件
作
品
就
来
自
于
利
奥
十
世
的
出
资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4 月 7 日 星期日6 艺术责任编辑/范昕

潘飞

今年恰逢文艺复兴巨匠莱昂纳多·达·芬奇辞世 500

周年，全世界都掀起一股致敬文艺复兴的风潮。 然而，人
们可知晓，倘若没有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艺术赞助，意
大利的文艺复兴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这样一群艺术赞助人， 是人类艺术史发展图景中不
应被忽略的。 他们，身份尊贵，热爱艺术，至为关键的是，

家境殷实，贾而好儒。 从中，我们可以看见皇族贵胄、宗教
领袖、企业主等圈外人的身影，也可以看见顾问、担保人、

代理人等职业人士周旋其中。

从物质层面来说，正是在这些艺术赞助人的帮衬下，

穷困潦倒的艺术家获得了必要的生活保障， 得以全情投
入到艺术创作中；从精神层面来说，艺术赞助人会将自己
的喜好标准、审美倾向植入艺术家的创作中，为其指出明
确的方向和要求。 如果说艺术家们是高举新奇、华丽艺术
大旗的前沿先锋， 引领着象征全人类精神最高成就的各
种艺术风尚，那么，艺术赞助人往往不动声色，慷慨解囊，

无异于各种艺术风潮的幕后推手。

假如没有赞助人，

这些艺术大家还是我们熟知的模样吗

美第奇的审美观一变，

艺术风格及艺术呈现形式便会发生折转

自古希腊的古风时期，艺术赞助的

萌芽便已出现。纵观人类整体历史的发

展进程，人们会发现，艺术赞助大行其

道的时期，往往对应着国力强盛、文化

发达、思想活跃的社会背景。

文艺复兴时期，如同万物生长的春

天，人性的解放带动了自我意识的苏醒。

艺术成为一种手段， 帮助人们获得内心

的自由，丰沛着人的精神世界。美第奇家

族顺势而为， 无论是共和国时期的老科

西莫， 还是托卡那大公时期的科西莫一

世， 逐渐将资助文学和艺术形成家族传

统，促成文艺复兴的繁荣的同时，也为自

己树立政治威望。 当时的大多数艺术家

都得到过美第奇家族的资助， 如这一时

期的卓越艺术家布鲁内莱斯基、瓦萨里、

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都是美

第奇家族的座上宾。 因其在艺术活动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为赞助人的美第奇

家族在艺术审美观念方面的哪怕一点点

变化， 都会引发艺术风格以及艺术呈现

形式的折转。比如，与美第奇家族同时代

的斯特罗齐家族远比美第奇家族富有，

但在品位方面却落后对方一大截， 美第

奇家族聘请布鲁内莱斯基主持设计建造

圣洛伦佐教堂， 气势恢宏且古典气息十

足， 自然是斯特罗齐家族陈腐古旧的老

圣器收藏室不可比拟的。 美第奇家族胜

出，由此可见：赞助人的审美品位与意向

很大程度上驱动着他的艺术赞助行为，

并且传达到艺术家作品的细节中。

巴洛克艺术的首席———意大利著

名雕塑家、 建筑家、 画家乔凡尼·洛伦

佐·贝尼尼之所以扬名艺术史，亦与教皇

的青睐不无关联。 贝尼尼在一年之内就

完成了雕塑作品 《圣塞巴斯蒂安的殉

道》， 这令当时的教皇———1605 年荣登

大位的卡米洛·博尔盖塞也即保罗五世

钦佩不已。 保罗五世授权他为自己创作

一件半身雕像，并希望年轻的他能够“成

为 17世纪的米开朗琪罗”。 保罗五世及

其家族对贝尼尼慷慨大方，两人一直维

持着良好的关系。 后来，当红衣主教马

费奥·巴尔贝里尼于 1623年成为教皇乌

尔班八世后， 他要求贝尼尼只对他一个

人服务，不准为其他恩主的事浪费时间。

一次， 另一位主教试图劝说贝尼尼去法

国创作， 乌尔班八世对此断然拒绝：“贝

尼尼就是为罗马存在的， 罗马也是为贝

尼尼存在的。 ”据说早在贝尼尼创作《大

卫》时，乌尔班八世就曾手捧着一面镜子

方便贝尼尼看镜中的自己、 以自己为模

板创作大卫紧张和专注的表情。 乌尔班

八世授意贝尼尼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

他的房间， 他请求贝尼尼在他面前不要

拘泥，晚饭时还让他坐下陪自己聊天，直

到就寝才让贝尼尼离开。 贝尼尼对乌尔

班八世也很顺从———尽管在别人面前，

贝尼尼以脾气暴躁著称，可在教皇面前，

他始终保持温和的耐心与礼貌。

新近出版的《赞助人的回报：艺术

品投资的几个问题 》一书 ,甚至创新性

借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框架来解释艺

术赞助项目的诞生：只有预期效益会超

过成本时，赞助人才会决定委托创作艺

术品。由此可见，赞助人不仅酷爱艺术，

更工于“心计”。

无独有偶，艺术赞助在中国也拥有

极其深厚的渊源。 从上古至北宋时期，

王室宫廷赞助蔚为风行。这一类型的范

例当属宋王朝。按照官阶、俸禄等，画师

在国家兴办的翰林图画院里会被分为

不同的等级，从事职业创作。 再加上艺

术家皇帝宋徽宗是个文艺青年，使得宋

朝在绘画、书法、制瓷等艺术领域空前

繁盛， 产生了众多不朽的文化名人，如

苏轼 、范宽 、郭熙 、米芾 、王希孟 、张择

端。渐渐地，随着宋徽宗宣和画院瓦解，

富民崛起，以寺院、地主、商人为主体的

私家赞助兴起。 到了清嘉庆年间，扬州

盐商衰落，上海兴起，以公众、市民赞助

的形式成为主导。

由于中国古代排斥商业的文化传

统，人们耻于把高雅的绘画创作与利益

交换混杂在一起，文人画家甚至被贴上

“寄情笔墨、自书胸臆、不食人间烟火”

的标签。 可高居翰在其《画家生涯：传统

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一书中颠覆了

这一刻板印象，中国文人画家为五斗米

折腰的狼狈、窘迫样霎时成型于人们的

眼前———对于这些精英画家来说，绘画

不仅仅是其先天才华和后天习练促使

下的艺术程式，也是生计之需。 这证实

在超然的精神和审美追求之外，画家们

和凡夫俗子一样，仍有着尘世的需求与

欲望，他们为贫贱生活忙碌的身影也格

外真实。不过，不知是害羞，还是为人低

调，中国古代赞助人向画家索取画作的

方式相较于直接爽快的美第奇家族来

说，稍显兜兜转转了些。 比如，主顾和赞

助人会通过鸿雁传书或第三人， 自己不

愿轻露庐山真面目， 他们要么在书信中

委婉地向画家提要求， 要么派出仆人去

预定、收取画作，并交付画款。 赞助人和

画家其中一方的亲戚， 或者是与两方相

熟的人，也可以扮演中间人，这些掮客要

么撇不开人情世故，要么很赏识画家，要

么觊觎佣金，反正，乐于在两方之间搭起

桥梁。 只有少部分赞助人会委身，带着

满心诚意直接拜访画家的画室或住所

去索取画作。 在高居翰看来，在古代中

国买画付款的方式和索画的方式，总与

画家及顾主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勾

连不清。两者之间特殊的关系甚至催生

出了“润格”“润笔”等说，书画家出售自

己的作品，一切都被明码标价。当然，在

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里，好面

子的画家或许以接受现金为辱，倒是乐

意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通过自己

的作品去换取有形的礼物，甚至是无形

的服务和恩惠（如政治提携）。 若顾主摆

出一席盛宴款待画家，觥筹交错，聊到

投机时， 那画家也是乐意分文不收，将

画作白送于知己倒显得情深义厚。 若遇

到特殊的社交场合，画家们还会贡献上

描绘长寿象征物如松鹤的祝寿图，恭贺

婚嫁的图画，或用描绘田园景象的画作

祝贺某人退出官场。 若关系更进一步，

职业画家还会某段时间内住在赞助人

家中，成为其家庭一员，中国古代士绅家

庭可能会雇佣一定能住家手艺人和专业

人士来充当家庭教师、家庭画家。 总之，一

幅小小画作就可以把画家与外界社会紧

密地勾连在一起，通过人情关系或交易契

约的缔结，承担着“信物”或“货物”的功用。

明末清初，在江南一带，大量徽商

对艺术品市场的介入和赞助，极大地促

进了艺术作品的流通、艺术品交易人的

出现以及明末清初艺术品市场的繁荣。

只不过，和维护家族荣誉的美第奇家族

不一样的是，徽商赞助艺术的目的是为

了转手贸易，从中获利，而不只是“附庸

风雅”。在商业风气日盛的时代背景下，

逐利之风影响着画家们的心性，让他们

丢弃了清高，愿意依附于徽商。 徽商大

量购藏艺术作品，为新安画家群体提供

便利的习画平台。收购新安画家群体作

品，解决画家作品的出路问题、为画家

出行游历创造条件……通过这些赞助

行为， 徽商成为画家们的衣食父母，也

成为画家创作导向的指引者。

其实，在古代中国的语境中，赞助

还出现了另一种独特的变体———供养

人。 在敦煌莫高窟的石洞里，许多供养

人像永世地驻守着他们所费不赀的壁

画和佛像；另有寺庙修建时，也会得到

虔诚信众在钱财方面的鼎力相助。比起

宣扬本族荣光的美第奇家族，这些宗教

供养人的境界似乎更高，他们将大量的

钱财投入到佛法的弘扬、传颂中，不只

为炫耀性的身份彰显，更多为的是表达

对佛的礼赞和崇敬，帮助自己抵达永生

世界并普度众生，因此，衡量他们供养

价值的尺度，不是荣光，而是功德。

从艺术史来看， 赞助人和艺术家

之间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 后者像

是前者的工具。 比如菲利波·利皮曾在

给赞助人科西莫·美第奇写信时， 曾自

称 “您的仆人画家菲利波修士”。 提香

也曾对他的赞助人费拉拉公爵阿尔丰

索说： “古人艺术之伟大皆由于伟大

君主的襄助， 在委托绘画时， 他们乐

于将源于其才智的荣誉与名望留给画

家……毕竟， 我只是把从阁下那里得

到的精神———最本质的部分———赋予

形状而已。” 卑微言辞间透露的自轻自

贱， 让人叹息。

虽然艺术家创作时会运用他们的艺

术知识和素养， 但在完成这些赞助人的

“私人订制” 作品时， 却部分地失去了自

我。难怪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也不无感慨

地评论道：“艺术作品是捐赠人的作品。 ”

维系赞助人和艺术家关系的，是背地里签

订的合同， 与其说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倒

不如说这可能是一种利益关系，这种特殊

的关系会对艺术家形成各种制约。

显而易见的一种制约是 ， 艺术家

可能无法做到 “我笔画我心”， 过于在

乎主顾的意见， 失去的是创作的自主

性。 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 随着越

来越多的艺术家沦为贵族豢养的 “笼

中鸟”， 文化的中心自然会发生偏离：

从广大的人民和市井生活， 转移到偏

狭的院落府邸中。 这无疑造成艺术家

如井底之蛙， 无病呻吟， 文化艺术也

成了无本之源 。 比如 ， 在文学方面 ，

文艺复兴时期16 世纪普遍流行模仿前

人的软弱无力的 “佩脱拉克主义”， 只

知道讲究格律， 追求形式之美， 对思

想内容方面不管不顾。 如此一来， 新

文艺所崇尚的健康的现实主义传统遭

遇破坏。 洛伦佐喜爱的一些极有成就

的艺术大师如画家波提切利， 也曾在

创作风尚上沾染上不少贵族气息。

倘若艺术家的创作跳出合同条款的

框框之外， 要么被拒收， 要么被要求返

工， 甚至可能因违反合同条款而站在法

庭的被告席上。 这样的现象还会引发一

系列的恶果， 比如艺术的发展很容易受

到政治、经济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与冲击。

纵观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史， 伴随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艺术赞助人的理念

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近代以来

“赞助” 这一概念外延的扩大， 赞助人

和艺术家之间亦商亦友的特殊主顾关系

烟消云散。 当两个群体不再建立直接关

系后， 赞助在现代社会也可以被更广泛

地理解为一切对艺术创作提供支持从而

促进艺术向前发展的活动。 企业、 收藏

家等都可扮演赞助人的角色， 甚至未

来， 每个艺术的拥趸都可以是赞助人，

成为推动艺术市场的潜在动力。 在这样

的场域中， 赞助人与被赞助的艺术家之

间， 也或将形成更为平等的契约关系，

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特征。

◆ 洛伦佐·德·美第奇与米开朗基罗
洛伦佐·德·美第奇是美第奇家族中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

他在圣马可广场设立了一个花园，一方面用以收藏本家族的艺

术珍品，一方面也为培养艺术人才提供专门场地。 洛伦佐发现

了初出茅庐的米开朗基罗，并将他带到这里。 洛伦佐在宫邸中

为米开朗基罗准备了一个房间，派人照顾他，并常常让他与自

己的孩子们和其他贵族亲戚一起用餐。 米开朗基罗在这里住了

四年，直到洛伦佐去世。 米开朗基罗可以任意欣赏、临摹这里珍

藏的艺术作品， 日复一日的练习使他的创作基础越发扎实，也

为他赢得美第奇家族乃至更多艺术赞助人的关注。 可以说，美

第奇花园是米开朗基罗艺术生涯的起源地。 而米开朗基罗一生

都与美第奇家族来往甚密， 到了教皇克雷芒七世在位期间，他

仍致力于美第奇家族的陵墓建设。

◆ 丢朗·吕厄与印象派
在印象派艺术品早期艺术市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画商的

推进之功不可磨灭。 其中，来自法国的丢朗·吕厄就是印象派第

一画商。吕厄与印象派的结缘在 1871年，这一年，他买了 29幅毕

沙罗的作品，29幅西斯莱的作品，10幅德加的作品，2幅雷诺阿的

作品，23幅马奈的作品，而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据说他总共买

过约 5000 幅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包括 1000 多幅莫奈的作品，

1500 幅雷诺阿的作品 ，800 幅毕沙罗的作品 ，200 幅马奈的作

品。 在印象派早期，如此大量购买画作无疑是革新之举。 此举使

得他能垄断市场，同时对画家们来说也是莫大的支持。雷诺阿就

曾跟他的儿子这样说：“没有他（吕厄），我们不可能活到今天。 ”

◆ 马曰琯与郑板桥
侨居扬州业盐为生的徽商巨富马曰琯和马曰璐兄弟并称

“扬州二马”，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兄弟二人建造有小玲珑山馆

来款待文人墨客， “扬州八怪”中的金农、郑燮等人都是他们的

席间常客。 郑板桥初到扬州时，以做私塾聊以糊口，生活贫困潦

倒，而且身负债务的困扰，躲至镇江焦山同乡僧人处。 某一日，

板桥巧遇马曰琯，两人交谈后，马见板桥神情黯淡，随即开口：

“山光扑面经宵雨。 ” 谁知， 郑板桥脱口对答：“江水回头欲晚

潮。 ”马曰琯十分赏识郑板桥的才气，于是询问他到此处的原

因，郑板桥以实相告。 等到郑板桥回到家中，发现债已还清，屋

也修葺，乃知马曰琯私寄了三百两银子，解决了自己的窘境。 从

此之后，郑板桥便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他还为马曰琯题诗作

画，在《为马秋玉画扇》中诗云：“缩写修篁小扇中，一般落落有

清风。 墙东便是行庵竹，长向君家学化工。 ”

相关链接

艺术赞助人：

借你之手，扬我之名

宋朝美学之兴盛，

离不开宋徽宗这个超强“艺术赞助人”

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赞助人的理念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荩

雷
诺
阿
《
城
市
舞
会
》
。
雷
诺
阿
曾
跟
儿
子
说
：
“
没
有
他
（
吕
厄
）
，
我
们
不
可
能
活
到
今
天
。
”

荨

南
宋
宫
廷
画
家

林
椿
《
果
熟
来
禽
图
》

荩

北
宋
宫
廷
画
家
王
希
孟

《
千
里
江
山
图
》
（
局
部
）
，
背
后
是

宋
徽
宗
主
导
的
美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