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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买家品位转向 未来书画市场你该关注啥

商丘风情
■刘秀森长篇连载三 二月二（2）

“围仓”寓意为围粮仓，又称“围囤”，是
对将来庄稼丰收、自己囤里的粮食多的企
盼。

陆传经起床后，先把院子打扫干净，然
后到屋里把小麦、高粱、黄豆、绿豆、谷子等
各种粮食都取上一点，装在一个小布袋里，
就拿上一把木锨和一把小铁铲儿，擓起草木
灰去麦场上“围仓”。

小登儿还不知道啥叫围仓，好奇地说：
“爹，我也去！”陆传经就把小铁铲儿交给他
拿着，带他一起去了麦场。

来到麦场中心，陆传经先用小铁铲儿铲
了一些草木灰，以自己为圆心，按顺时针方
向旋转一圈，渐渐画出一个圆圈；然后拿起
木锨，锄上一木锨草木灰，站回刚才画成的
圆圈中心，双手抖动着木锨旋转一圈，在刚
才画的圆圈外边又画了一个更大的圆圈；再
锄上一些草木灰回到圆心，以木锨把为半径
画出一个比第二个圆圈更大的圆圈……一
直画到第五个圆圈，一个比一个大，看上去
颇似一个鸟瞰大粮食囤圈着一道道褶子的
平面图；之后在圆心上挖一个坑，从靠近土
炕的圆弧上向外画两道直线，里面添两道横
线，拼成一个倒立“目”字形的梯子状，最后
把带来的粮食填满小坑，再在圆圈外边撒上
一点，整个粮仓图形就画成了。

小登儿望着父亲画的这个非常大的图
形十分费解，便问：“爹，你画的这是啥？”陆

传经便给他解释，这是一个大粮食囤的平面
图，最大的那个圆圈象征圆形的大粮囤的边
沿。生活中储藏粮食的时候，先把粮食囤倒
满，粮食还没放完，就在靠粮食囤的里沿圈
一圈儿摺子，倒满后再把摺子往上螺旋式地
圈一圈儿……循环往复，直到摺子圈得高高
的，里面的粮食也冒了尖。里面的一个个圆
圈寓意为螺旋式向上越圈越高的摺子，最里
面那个最小的圆圈，象征圈了摺子的粮食囤
顶部。画成的梯子形状寓意为粮食囤里的
摺子圈得很高，只有竖起梯子上去才能从里
面取粮食，寓意今年大丰收，见的粮食多得
很。外边撒的粮食寓意为粮食见得太多了，
装得大囤尖小囤流。小登儿听了他的解释，
仍然有些迷惘，却没有再问。

围好了仓，陆传经又拿了三炷香，向村
头的土地庙和关爷庙走去。传说，二月二这
天也是土地爷的生日，因此又称“土地节”，
到土地庙里烧香，是给土地爷“暖寿”，以祈

土地神保佑有个好年成。之后也在关爷庙
里送了香，求关爷在一年中多多保佑。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
耕牛。”春耕就要开始了，没牲口的人家有的
为了一年的农耕要买牲口，有牲口的人家有
的想更换一头更好使的，就要进行牲口交
易。每年二月二这天，南边不远的崇觉寺村
逢庙会，俗称“拉绠”。这是新年的第一个庙
会，主要是为准备春耕而起的。村头有一个
大坑，坑四周的树上扯满了绠绳，来进行牲
口交易的很多，都把牲口拴在绠绳上，供买
牲口的挑选。

吃过早饭，陆传经准备赶会去，想把他
家喂的那头老黄牛卖了，向父亲说：“咱那头
牛口（指年岁）老了，出不得大力了，我想换
买一头。”

陆忠义想着那头老黄牛虽然口老了，但
拉套还是不惜力，犁地时总是哼哼哧哧地拼
命往前拉，拉车时从来不松套，不用扬鞭自

奋蹄，便说：“老黄牛使活还不错。”
陆传经说：“咱的活它扛不了了，卖给

地少的人家，它也不那样累了。”
陆忠义想了想，说：“那就换吧。”
陆传经就牵着那头老黄牛上了会。到

会上就把老黄牛卖了，他想买一头口嫩的，
却没寻着满意的，在会上转了半天，最后给
老人、孩子买了点好吃的就回来了。

陆忠义见他拿着牛缰绳回来了，就知
道牛卖了，卖牛的风俗是“卖牛不卖缰”。
陆忠义问他卖给哪庄的了，他说：“卖给了王
楼一个叫王三的人。”

陆忠义一惊：“王楼的王三是宰家子（屠
宰户）啊，咋卖给他了？”

陆传经更是一惊，说：“不会吧！我问他
时，他说他是喂户，他家土地少，活儿轻。最
后我还跟他考了盘儿：要是打听出他是宰家
子，我要把牛再牵回来，连牛价也不退。”

陆忠义犹豫地说：“那能是另一个王
三？没听说王楼有俩王三啊！”

陆传经就说：“可能王楼叫王三的不是
一个，咱不知道。”

“牛钱给了吗？”陆忠义问。
“给了。”陆传经说。接着就把赶会的情

况向爹汇报了一番。陆忠义说：“只要不是
宰家子就好。这个会没挑着合适的，下个会
再买也不晚春耕使。”就不再说黄牛的事了。
他们没想到，就在这天夜里，意想不到的事
情发生了！ （43）

“银发族”成收藏主力

2015 年纯艺术类市场通过
公开拍卖，获得了高达 112亿美
元的总成交额。艺术市场已经
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经济
产业来谈论，包括按资产类别来
区分的收益和业绩。

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市场 10
年以来的增幅超过 212%。这一
增长主要是由于艺术市场在全
球化进程中受到全球经济的影
响，以及西方高端市场的快速
发展。2015年全球共上拍 86.57
万件拍品，相较于 2014 年同比
增长 3%。美国市场在连续 5年
将头把交椅让给中国后，去年则
凭借在纽约实现的多场天价专
拍，重回艺术市场的霸主地位，
中国市场占据了第二位。

随着艺术品拍卖的大众化
趋势，中国大众收藏的市场愈发
庞大。2015年火爆的邮币卡电
子盘行情吸引了众多钱币邮票
的爱好者。截至 2015 年年底，
仅南京文交所邮币卡电子盘交
易会员人数，就从年初不足 8万
人，增至 88.97万人，全年累计交
易额达 7830 亿元。此外，2015
年“第四届大学生（广州）艺术博
览会”，展示了 500 位艺术专业
学生的 1480 件优秀作品，其中
60%当场完成销售，而个人家庭
消费占据了销售量的一半。可
以说，艺术品消费市场已被全面
激活。

然而，高端艺术品市场的买
家则呈现出“银发族”集中的现
象。“银发族”指的是年纪在 50
岁以上、购买力强的艺术爱好者
和收藏家，主要使用互联网在全
球搜索艺术品的买家。“银发族”
是高端艺术品收藏市场上的主
力军，有趣的是，最令人瞠目结
舌的拍卖纪录不再源于亿万富
翁的投资冲动。收购名师佳作
的背后更涉及了一套完善的经
济战略：无论是高更、莫迪里阿
尼，还是梵高、毕加索的杰作，都
是全球文化影响力和参观人次
指数的保证。其中，去年中国私
人美术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亚
洲买家也开始发展博物馆产业
链。

2015年中国书画的市场份额
比 2014年缩减 2.27%，占中国纯艺
术类市场总额 81.77%。这一年，
中国书画板块成交数量、成交总额
分别下降 38.75%、29.21%。不过
值得关注的是，各拍卖公司采取

“量小而精”的策略反响不错。此
外，多件古代和近现代书画的天价
精品也提振了市场信心。 46 件
500万美元以上的中国书画拍品，
贡献了 12.90%的市场份额。其

中，古代书画贡献了 30.96%，近现
代书画贡献 57.74%，由此凸显了
这两板块的硬通货属性。去年古
代书画表现稳健，成交量比 2014
年 减 少 14% ，成 交 额 反 而 增 长
10%。故宫《石渠宝笈特展》与在
拍古代书画精品产生了联动效应，
文徵明、董其昌、冯宁等多位古代
书画家刷新个人作品拍卖纪录。
此外，宫廷书画因其珍稀而价格高
企，如北京保利推出的《乾隆帝御

2016 年
艺术品春拍
已经进入紧
锣密鼓的筹
划中，各大拍
卖公司的策
略都随着买
家购藏品位
的变化做出
了相应调整，
期望通过“精
耕细作”来布
局市场上买
家目前追捧
的品类。例
如，此前苏富
比就宣布调
整了春拍日
程，将原本两
周完成的印
象派、现代及
当代艺术重
点拍卖压缩
在一周内完
成。

那 么 ，
2015 年 全 球
艺术品市场
买家的藏购
品位集中在
哪 儿 ？ 2015
中国艺术品
市场有什么
变化？近期

《2015年度全
球艺术市场
报告》新鲜出
炉，仔细翻阅
这本近百页
的报告后，为
大家梳理了
几大关键点，
关注艺术品
市场的你一
定要知道！

2015年全球艺术品市场上，19
世纪的艺术品（画家生于 1760 年
—1860 年）和古典艺术品大多都
被精英阶层收于囊中，绝不会轻易
出售。那些极具标志性的杰作一
旦亮相，便会引起全球买家骚动，
特别是亚洲买家。诸如梵高、莫
奈、高更、马奈、德加等 19世纪艺
术家所创造的馆藏级精品，去年拍
卖均突破了 1000 万美元。其中，
年度最佳拍品花落梵高的《阿里斯
康道路》，其以 6633万美元的高价
被亚洲藏家收入。该作品在 2003
年的成交价仅 1170万美 元，12年
后的价格已高出 460%。

调查发现，19 世纪欧洲艺术
先锋作品，尤以法国大师作品为
主，比同期的中国艺术作品更受市

场青睐，特别是吸引许多中国和日
本的收藏家。此外，去年 19 世纪
艺术板块的拍卖表现优于古典艺
术板块，其年度总成交额超过13亿
美元，占西方交易市场 12%。尽管
其成交量呈略微下降的趋势，但总
成交额还是实现了 62%的增长

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艺术
市场研究专家龚继遂表示，“市场
追捧的拍品‘双名’要重合，不但要
名家还得要名作。相比之下，普品
成交就比较困难。这说明藏家的
眼光越来越挑剔，这是市场成熟的
表现”。如中国著名的“银发族”藏
家刘益谦，在去年以 10 亿余元拍
下《斜倚的裸女》，这幅作品不仅出
自 19 世纪名家，也是名家的馆藏
级精品。

笔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1204万
美元），香港苏富比推出的郎世宁《纯
惠皇贵妃朝服像》（1819 万美元）成
交额表现出色。

艺术家大师潘天寿的书画也备
受关注，其作品总成交额比 2014 年
增长 144%。其中《鹰石山花图》成交
价 4502万美元，进入 2015年全球纯
艺术品拍卖前 20榜单。此件作品 10
年增长近 20倍，平均年复收益率超
过 30%。这说明，作品只要在美术史
上有定论，在传承出处上清晰有序、
无争议，依然能带来超预期的明星价
格。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
究员、留英学者季涛表示，“前些年这
些作品确实略被低估，现在的情况实
际是一种补涨。如 2013年黄胄的作
品，或是 2014 年黄宾虹的，2015年潘
天寿的，这也是市场在寻找价格洼
地。主要还是关注作品在美术史的
地位，但价格没有过亿或价位还较低
的作品。如潘天寿的《鹰石山花图》
这类型，就容易带起价格。其次，这
有一定的偶然性，赶上了一个好作
品、生货，价格就会高。这样的作品
在以前可能就少见，或可能是在四五
年前出现过，但那个时候出现的作
品，因市场是逐步成长起来的，所以
当时就还没有到一定的价位”。

当代书画成交额下滑 58%，其中
当代名家范曾、何家英等多位艺术家
的成交额大幅缩减。艺术品市场每
年的热点板块都在变化，这集中反映
出买家的藏购品位在不断变化。许
多购买了当代艺术名家作品的在去
年都遭遇了价格腰斩，主要是由于前
些年他们的作品被炒到虚高，泡沫破
裂导致了价格持续下跌。同时，买家
的藏购品位不再仅限于舆论吹捧的
作品，而是更加理性地分析和偏爱真
正有价值的、价值被低估的藏品。

季涛说：“市场的分化和市场的
细分还是会继续走下去，包括 2016
年。越来越突出精品，突出品牌公
司，突出一些市场中补涨的板块和作
品。而把普通的拍卖行、存世量大的
板块、普通的拍品等重新洗牌。当代
艺术中原来根据官职定价的和常作
为礼货出现的、艺术水准一般的作
品，还有可能进一步下调。在理性、
成熟、两极分化的市场中，珍稀精致
的艺术品永远会缺货。”

据每日经济新闻

19世纪艺术家作品供不应求

中国古代书画仍表现坚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