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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艺场引人注目的“上海时间”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全球各地众多艺博
会、线下艺展纷纷被按下“暂停键”，申城却逆势迎来全
球艺场的“上海时间”，牵引了世界的关注目光。

艺术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美好日常， 自今年三四月
份疫情在国内逐步得到控制起就日渐复苏，随着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的
举办，全城艺术氛围之浓烈更是抵达前所未有的顶点，

并以一种新的常态重塑上海艺术能量场。

2020上海艺术市场盘点

范 昕

在全球艺术市场因疫情而纷纷被按下“暂停

键”的 2020 年，申城却迎来全球艺场分外引人注

目的“上海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其中的

领航力，正是政府牵头、政策创新所释放的一连

串利好。

这一年，上海以如期举办的第二届上海国际

艺术品交易月，在国际艺术品交易市场上主动出

击，下出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先手棋。 这是由上

海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和徐汇区共同发起的大

型活动，核心区域就在受“顶层设计”之惠而强势

崛起的艺术聚集区———上海西岸。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为期约一个月的交易月期间， 百余场

国际级展览展销齐发生， 由西岸辐射至全城，形

成集聚效应。 全新打造的国际艺术品产业上海地

标———西岸艺岛 ART Tower 正式启用，创新性地

将覆盖整条艺术交易产业链的“全要素”生态统

统装了进来，吸引全球优质产业资源入驻。 流程

上，市政府相关部门设立专门通道，提供集展览

申报、海关通关、运输仓储、外汇结算、版权受理、

保险服务等“一站式”便捷服务，逐渐常态化。

更令人振奋的，还有针对艺术品交易的一系

列优惠政策在上海率先落地。11 月举办的第三届

进博会上，包括明代书画大师沈周（款）《雪江山

水》 长卷在内的五件海外古画首次实现又展又

销，就得益于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三部

委 10 月 12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展期内销售的进口

展品税收优惠政策的通

知》，共减免税款达 29.76

万元人民币。通过这一途

径，未来越来越多流落在

外的中国文物有望回归

祖国。 “推动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期间文物进口

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和公

益展示服务要求的落地

实施”， 也是 11 月 10 日

国家文物局宣布将全国

唯一的社会文物管理综

合改革试点放在上海、在

多个方面先行先试的其

中一项重要内容。围绕社

会文物保护展示、资质审

批、标的许可、鉴定管理、

文物回流、 人才培养、进

出境审核管理等，一系列

创新举措都在酝酿中。让

藏家激动不已的，尤其得

数支持外资拍卖企业拍卖境外征集的 1949 年以

后去世的部分外国艺术家作品的相关政策———这

意味着毕加索、夏加尔、达利等备受青睐的大师级

西方艺术作品将更频繁地出现在上海的拍场上。

政府牵头、政策创新释放一连串利好，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
品交易月如期举办， 国家文物局将全国唯一的社会文物管理综
合改革试点放在上海 荩荩荩

今年上海艺术市场的热力与实力，已不局限

于往年个别艺博会接轨国际的火爆行情，而更可

谓“全面开花”，也因而更值得关注。

艺术博览会作为画廊展销最集中的平台，是

艺术品一级市场的“晴雨表”，也是连接大众与艺

术品的重要桥梁。 10 月下旬至 12 月初，六个大型

艺术博览会在申城竞相登场：2020“一带一路”艺

术上海国际博览会、第七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

会、第八届 ART021 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第

六届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 第九届 AArt 上海城

市艺术博览会、第二十四届上海艺术博览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艺博会大多经过多年的

积累沉淀，找准了各自的鲜明定位、特色，错位互

鉴、合力共振出申城丰富多元的艺博会生态。 例

如，西岸艺博会的国际化阵容、超豪华水准素来

令人印象深刻，今年这个艺博会在全球疫情仍很

严峻的情况下，依然汇聚了近百家国内外优秀画

廊， 其中海外画廊占比 55%， 展销作品共来自

700 多位不同性别、 种族与国籍的艺术家。 AArt

是少见的酒店型艺博会， 以酒店客房的墙壁、床

铺、茶几等作为“展墙”“展台”，集纳小而美、相对

不那么昂贵的艺术品，今年其主题“沪上精致新

美学”深受观众认可。

并且，这么多的艺博会哪怕正面“撞档”，却

没有影响各自的成交量，相反齐齐拉出一条上扬

曲线。 不少艺博会在开幕当天，作品就纷纷被贴

上意味着“已售”的“红点”，频传捷报。 很多参展

画廊都取得了远超预期的销售佳绩。 创立于纽约

的卓纳画廊创始人大卫·卓纳坦言，ART021 是其

今年 3 月以来参加的第一场线下博览会，“因为

需要强制隔离， 我们团队今年投入了很多的时

间， 而事实证明这是值得的———我们售出了 20

多件作品， 总价不下 550 多万美元。 ” 而在与

ART021 同日闭幕的西岸艺博会上， 法国画廊阿

尔敏·莱希首次以呈现艺术家个展的方式参展，

带来美国艺术家韦斯·朗的一系列作品。 画廊亚

洲区负责人庄菱植透露，这次带来的作品基本上

全部售出，“艺术家作品风格颇受新一代亚洲藏

家欢迎，这一点出乎意料。 ”即便是 12 月初姗姗

来迟的上海艺博会，购买力依然不容小觑，展览

主雕塑《飘在影子上的少女》等多件公共雕塑作

品均被企业或个人购藏。

再看以拍卖为代表的艺术品二级市

场。 原本，上海的艺术品拍卖不以“天价”取

胜，而以稳扎稳打、精耕细作的风格闻名，常

常显得有些不温不火。 今年，这个领域却逆

势交出分外亮眼的成绩单，令人刮目相看。

9 月下旬举槌的朵云轩 120 周年庆典

拍卖会上， 购买氛围之热让很多藏家感叹

许久未见， 仿佛回到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巅

峰时期：“朵云轩藏楹联专场” 原定一个小

时的拍卖时间随着胶着上升的竞价， 生生

被拉长到三个小时； 最后一个专场的最后

一件拍品落槌， 已经是次日凌晨 4 点；“云

集———中国古代书画夜场” 创出 100%成

交的白手套佳绩， 另有三个专场成交率超

过 95%……12 月中旬举办的上海嘉禾十

周年庆典拍卖会同样“弹眼落睛”，李可染

晚年博物馆级别的水墨巨制《高岩飞瀑图》

拍出 1.167 亿元， 以 2500 万元落槌

的茅盾手稿 《谈最近的短篇小

说》大幅刷新茅盾作品最高

拍卖纪录。

申城本年度艺术

品拍卖刷出的存在

感，除了热力，还有

开拓力 。 自年初

疫情发生以来 ，

朵云轩 、 博古

斋、驰翰、嘉禾

等上海多家艺

术 品 拍 卖 行

纷纷拓展线上

业务 ，如今 “在

线拍”“同步拍”

俨然形成新的常

态，纯网拍甚至出

现了如吴昌硕 《菊

寿延年 》、刘海粟 《朱

砂峰 》、陆俨少 《江上揽

胜图》 等成交价超过百万

元的单件拍品。

六个大型艺博会在一个半月之间密集举办，错位互鉴、合力
共振；艺拍场上购买氛围之热让很多藏家感叹许久未见，仿佛回
到巅峰时期 荩荩荩

与艺术交易之热形成联动效应的，是艺术展

览之热。 它们交相辉映出全城的艺术活力。

今年最初的几个月， 尽管全市的美术展馆、

艺术空间都曾因疫情而长时间闭馆或限流，这一

年申城艺术展览的数量却依然多达两三百个，其

中既有名家“顶流”，也有首展首秀，从经典到前

沿，从国际到海派，缤纷多元，好不热闹———无论

数量还是质量，视野之广度还是深度，都令人惊

叹。 形形色色的展览，筑就大众艺术启蒙的基石，

也培养潜在的艺术品买家，让上海迈向世界艺术

之都的步伐更为坚实有力。

这一年， 最是将大众的观展热情推向顶点

的，莫过于 9 月西方艺术“顶流”莫奈和蒙克的特

展接连抵沪， 且均以长达三四个月的展期 “驻

留”。 外滩壹号美术馆的“日出·光明———莫奈《日

出·印象》”特展汇集借展自巴黎马摩丹莫奈博物

馆的包括莫奈 9 幅真迹在内的 47 件作品， 被誉

为“印象派开山之作”的《日出·印象》是其问世以

来首次来华 。 上海久事美术馆的 “呐喊与回

响———爱德华·蒙克版画及油画展” 展出挪威著

名的冈德森收藏的 53 件蒙克版画及油画， 蒙克

珍贵的 1895 年石版画、 也是他本人唯一手工上

色版《呐喊》就在其中。

而年度最令人意

外的展览， 得数 11 月

上海双年展的如期而

至 ，且以一种 “脑洞大

开”的方式。 本届双年

展在一场对谈中启动，

突破了传统展览的形

式，将在长达 8 个月的

时间段里，以交响乐的

结构为观众打造环环

相扣、渐趋增强的三段

式体验， 联合艺术家、

文化研究者、艺术机构

和社区，探索跨国互联

合作办展的新形式。

事实上，点燃观众

兴奋点与好奇心的国

际级首展首秀，今年一整年渐成常态。 疫情防控

刚进入常态化的 5 月，人们就在复星艺术中心遇

见流行艺术先驱亚历克斯·卡茨国内首个美术馆

级大展，于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邂逅芬兰艺术家

组合汤米·格伦德和佩特里·尼苏南国内首个个

展“随物生心”。 随后的大半年间———美国摄影名

家埃里克·索斯将首次中国个展“我与你”带到上

海摄影艺术中心 ； 法国知名设计工作室 M/M

(Paris)将中国首展“M/M 上海制造”带到上海当代

艺术博物馆； 德国艺术家安德烈·布特兹将中国

大陆首个机构个展“光，色彩与希望”带到余德耀

美术馆； 蓬皮杜艺术中心将中国首个大体量、国

际性美术馆级别设计展“设计与奇思：装饰之自

然本源”带到西岸艺术中心；日本艺术家松山智

一将中国内地首场个展“自然可解”带到龙美术

馆西岸馆；观念艺术家亚历克斯·达·科特将中国

首次个展“橡胶铅笔恶魔”带到荣宅……不难发

现，这些引进自海外的重磅展览是在遍布全城的

多个展馆此起彼伏、交相辉映。

有意思的是，今年现身申城的展览中，有越来

越多在试图打破艺术边界，向不同学科、领域辐射，

演绎美的更多可能。 例如，上海中心的“三体·时空

沉浸展”、西岸艺岛的“故宫里的神兽世界———清

宫兽谱多媒体综合展” 凝结着科学与艺术相遇而

擦出的火花；艺仓美术馆的“安娜苏的艺想世界”、

龙美术馆西岸馆的“克里斯汀·迪奥,?之设计师”

跨界时尚；上海当代艺术馆的“史努比 70 周年”打

通动漫；K11 美术馆的“木构复兴”指向建筑学；明

当代美术馆的“游戏的人”串起电游史。

申城艺展视野的广度与深度从来都是并行

的。 说到深度，不妨看看这样一类展览———深耕、

梳理海派艺术及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的海派精

神，这也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 中华艺

术宫的 “水墨缘———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

展”“回眸———张乐平诞辰 110 周年纪念特展 ”，

刘海粟美术馆的 “游艺·开荒———刘海粟欧游九

十周年纪念展”“百年上海设计展”， 程十发美术

馆的“程十发艺术系列大展”，上海中国画院美术

馆的 “谢之光 、林风眠 、关良诞辰 120 周年作品

展”等，都在这一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 培育力 】
全年两三百个艺展闪耀全城， 从经典到前沿， 从国际到海

派，培育着大众的艺术鉴赏品位。 其中西方艺术“顶流”莫奈、蒙
克的接踵而至，最是将人们的观展热情推向顶点 荩荩荩

本年度， 还有这样一种艺术现象耐人寻味：

大众与艺术的邂逅，越来越不限于画廊、艺博会、

拍场、美术馆等专门的艺术空间，而或许就在江

边，在绿地，在社区。 艺术面向日常的辐射，一方

面举重若轻地参与着城市更新，另一方面也让美

润物细无声地渗入城市肌理，最终为城市的品质

生活代言。

公共艺术就是其中颇

为引人注目的载体。 且看今

年 10 月于杨浦滨江公共开

放空间全部落成的 20 件永

久点位公共艺术作品。 对于

“工业锈带” 变身 “生活秀

带”，这些来自全球 10 国艺

术家的创作，与建筑师的改

建 、景观设计相融合 ，成为

重要节点。

与所在区域建立起情

感联系，激活城市与人的交

流，使得这样的作品有别于

艺术空间里的作品。 例如最

后一件入驻的作品———来

自中国艺术家宋冬的《若冲

园》， 以钢框架混搭大大小

小的旧门窗，营造出大中小

三个“盆景”，将日常记忆植

入其中。 这组作品半透明的

外观能够反射出周边的旧

厂房、人工湖，往里望去，人

们则又能窥见带着温度的

物品，那是杨浦滨江附近街

道的门牌号、社区居民的日

常废弃物以及工业原地的

旧物。 另一件由巴西艺术家

大岩·奥斯卡尔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时间之载》，

是一艘朝向江水的玻璃船，在草地上“乘风破浪”。

船身的原型来自百年前在浦江河域行走的船只，

艺术家特别使用的玻璃材质则对应着上海在现代

化进程中拔地而起的玻璃幕墙建筑。 船中盛满上

海本地的泥土，并种植上申城市花白玉兰，随着

时光更迭，植物也应时节变换而不断生长。

本年度艺术“出圈”的另一种有效载体，是一

类或可被统称为“艺术社区”的新鲜事物。 这指的

是社区的公共文化生活与艺术项目产生互动后，

所形成的一种社区形态。 从愚园路、新华路、陆家

嘴等城区中心地带，到宝山、闵行、松江、金山、崇

明等市郊甚至乡村，艺术社区如今在全上海范围

内都可觅身影。

例如，刘海粟美术馆发起的 “粟上海·公共

艺术与社区营造计划”， 给出了依托美术馆进行

社区微更新的一种路径，将美术馆汇聚的艺术资

源通过有机转化， 植入城市建设和社会美育中。

“粟上海”创办于 2018 年，第一家落地愚园社区，

今年增至四家， 其中后三家都是年内开出的，分

别落地大虹桥的大夏书店·丽宝店、 闵行的江川

路街道、杨浦的控江路街道，未来还将在上海各

个区乃至长三角的社区中“生根发芽”。

又如“边跑边艺术”项目，探索美术馆展览和

公共教育在社会现场的实践，从而体现“艺术就

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将艺术家、策展人、艺

术史论教授和学生团队聚焦在一起，流动于上海

的城乡之间，今年也越跑越远。 前不久，参与到高

境镇宝山众文空间中的这个项目就令人大开眼

界，社区居民不仅能在 “艺术角” 欣赏到公共艺

术、 装置、 摄影、 插画等， 还能与艺术家们一

起创作， 例如和陈春妃、 顾奔驰一起光谱拉线，

和梁海声一起折纸， 社区市民参与的可能性被

无限激活。

艺术面向日常的延伸，一方面举重若轻地参与着城市更新，

另一方面也让美润物细无声地渗入城市肌理， 最终为城市的品
质生活代言 荩荩荩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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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艺术家松

山智一亮相龙美术馆

西岸馆的中国内地首

场个展“自然可解”

荨西岸艺岛

茛巴西艺术家大

岩·奥斯卡尔于杨浦滨

江创作的公共艺术作

品 《时间之载》 （欣
稚锋艺术机构供图）

荨

法
国
蓬
皮
杜
艺
术
中
心
带
到
西
岸
艺
术
中

心
的

“
设
计
与
奇
思
：
装
饰
之
自
然
本
源
”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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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航力 】

【 购买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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