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江舟，1961 年生于福建。曾任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水墨研究》执
行主编。现为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研
究员，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俄罗
斯国家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中国美
术家协会理事，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人才，文化部优秀专家，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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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界普遍心怀忐忑和预期不佳
中，现当代艺术依旧以相对中国书画、古
董珍玩等其他板块而言较为强势的行情
走势，吸引着各界关注的目光，也成为支
撑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整体“繁荣”的强
劲动力。粗略统计，从3月的中国香港拍
卖起，至8月的内地拍卖止，现当代艺术
拍卖于2023春拍期间共有12家拍卖行推
出了29个专场、上拍了逾2200件拍品
——其中有55%为中国艺术家作品、45%
为外国艺术家拍品，最终实现的成交规
模逾40亿元；其中内地实现总成交额近
10亿元、上拍量为1000余件。

然而，透过表象来看，无论是高成交

价位区间拍品的数量大幅度萎缩，还是整
体成交额未能延续以往令人振奋的数字；
尤其是来自中国香港市场的占比几近三
分之二——此季春拍中成交价在千万元级
的90件拍品中，中国香港市场占比84%，而
且日本和西方现代艺术的走势远胜中国；
在300万元至500万元成交的拍品中，中国
艺术家也只占44%……诸多迹象让中国现
当代艺术板块的整体氛围颇带“退烧”之
状，这让诸多业内人士不禁感慨：如果没有

“新绘画”的支撑，中国现当代艺术板块在
此季的表现可以用“惨淡”来形容。

资深专家、凯旋画廊负责人李兰芳
就此表示，市场目前仍处在调整期，复苏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未来方向不明，
找不到“出口”。

但在北京画廊协会副秘书长、北京荣
宝拍卖现当代艺术顾问林松看来，现当代
艺术板块在此季的表现“符合预期”。一
是重要的代表性的作品极少释出，导致整
体板块的成交额停滞或下滑，这需要一段
较长时间来恢复，就像人大病一场后不可
能一天就恢复健康一样。林松认为，“从
这个角度来衡量，用稳健来形容现当代艺
术此季的市场表现，比较恰当。”二是此季
依然有近50位艺术家创造了拍场新纪录，
其中有逾30位艺术家的作品以破百万元
的新纪录成交，尤其是“新绘画”的亮眼表
现，让林松认为现当代艺术板块市场在保
有存量的基础上找到了增量，由此避免了
整体板块的行情大起大落。

“纵观此季的市场表现不难发现，市
场原有的存量仍在持续关注现当代艺术
板块，而且还在扩大各自的关注范围，如
聚焦‘新绘画’和新进场的艺术家。”林松
表示，“其实，现在最活跃、人气最旺的就
是青年艺术家们，据统计，此季有超过
70%的新纪录是由青年艺术家创造的；而
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未来3年都会如此。
在增量上，新藏家，尤其是年轻藏家——
越来越多‘80后’‘90后’的藏家纷纷介
入，另有近现代书画和古董珍玩板块的
一些客人很明显地转场到了现当代尤其
是当代艺术，使得此板块的市场份额在
不断扩大，虽然这一现象并非始于此季，
但在此季表现得尤为突出。”

受“增量”不断突出的影响，林松认
为整个艺术品市场的格局也在重塑。“这
表现为如今对现当代艺术的关注是空前
的，尤其是各大拍卖公司都对此给予了
高度重视，他们或夯实基础或扩充规模，
都在布局这一增长点。”林松以佳士得中
国香港推出“千禧后晚间拍卖”、中国嘉
德主打新绘画的“当代艺术夜场（二）”、
永乐拍卖带来“现在即未来——全球视
野中的新绘画”、北京保利持续发力的

“中国新绘画夜场”为例分析道，“这些专
场的开设不难反映出这一板块的市场热
度有多高。尽管以黄宇兴、陈可等为代
表的‘70后’艺术家拍场名单已相对固
定，但‘80后’尚未完全确定，‘90后’刚崭
露头角，这就意味着他们距离市场行情
的天花板还很远，无论在价格、活跃度还

是名单的变化上均有很多可能性，势必
会成为各家拍卖公司发力的重点。”

对此，资深艺术品经纪人伍劲也认为，
未来3年，“70、80后”艺术家应该会是市场
重心。中国台湾资深藏家刘太乃也曾推
测：“未来市场会越来越从美术史的角度来
审视‘70、80后’艺术家。与此同时，未来的
市场风向也会从‘70后’过渡到‘80后’。”

如永乐拍卖在此季首次推出的“现
当代艺术”日场有30%的拍品超高估价成
交；“现在即未来——全球视野中的新绘
画”和“览胜——现当代艺术夜场”两个夜
场也大获成功后，据永乐拍卖现当代艺术
部总经理田恒透露：“永乐拍卖未来将专
注深耕中国现当代艺术，聚焦本土既是基
本策略也是一种主动的价值判断和文化
选择。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推动永乐
在国际化方面的探索，努力发掘更多来自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艺
术家作品引入我们的系统。“而年轻藏家
所展现的一些异于前辈的行事风格，如竞
拍成功后会通过小红书等新媒体晒自己
的购藏，并将自己的购藏融入日常生活，
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拍卖的发展。”林
松强调，“虽然众人拾柴火焰高，市场整体
会向好，但要想更好，既要规避以前踩过
的那些坑，更要对以往存在问题做出调
整，要特别警惕短线的投机行为，不能过
度透支未来。为此，拍卖公司未来承担的
市场责任也在发生改变。第一，扬长避
短，立足本土的资源优势，努力征集中国
艺术家的代表作，尤其是那些博物馆、美
术馆级别的精品；当然，由此形成的征集
压力也是巨大的，而且强者恒强，深远影
响行业格局。第二，拍卖公司不能只盯着
精品，那毕竟很有限，也不足以支撑应有
的市场体量，所以拍卖公司不仅要有发掘
和梳理知名艺术家其他作品的能力，更要
在美术史中去寻找被市场遗忘或未被挖
掘的艺术家。第三，拍卖公司不再是简单
的搬运工，而是要培育市场，要坚持对中
国美术史的梳理，为市场反哺学术贡献
力量。拍卖虽然是市场行为，但拍卖公
司还是要对市场肩负起引导和培育作
用。总之，如今的市场中，艺术家名单
正在更新换代，同时市场数据也在洗
牌，在大调整中，市场的各个参与主体
只有现在布好局，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
获利更多。” （文/刘礼福）

现当代艺术在“退烧”？

赵无极 玫瑰（油画）

张江舟是水墨艺术界的特例。他当
过兵，打过仗，上过大学，做过编辑，还曾
是国家艺术机构的组织者，艺术外交的
推动者、执行者，现在是艺术学博导。最
让人熟知的还是他艺术家的身份和他独
具个性的水墨艺术作品。

多重且彼此悬殊的身份叠加与转换，
令人费解。我很难想象一只曾经握枪的

手，拿起画笔却也如此地挥洒自如。一个
曾匍匐于战壕的身躯，站在大学的讲台
上，竟也如此口若悬河、洒脱超逸。每每
问及此，张江舟总是淡淡地说，我是被命
运之绳拖着走的人，不曾有自己的选择。
打仗是军人的活儿，我不去谁去？总不能
让工人、农民兄弟上战场……上大学也许
是对前期付出的回报，做编辑最大的诱惑

是能够留在北京，直到调入中国国家画院
做了专业画家，才算圆了儿时的梦。几十
年来他做了许多事，每做一件事都认真地
投入，力求做到最好……

认真投入是张江舟做事的风格，也
是他这一代人共有的特质。如今能够取
得如此令人仰慕的艺术成就，也是应了
他一贯的认真投入。不仅如此，复杂的
人生经历、多样的生存体验，更是他深刻
而独具个性艺术创作的精神之源。

看张江舟的画，总觉得有一份沉重，
即使是较为轻松的题材，内里也总有一
种隐隐的伤痛。张江舟的水墨艺术带有
悲剧色彩。悲剧美学风格的建立，几乎
成了张江舟艺术风格的标配。从艺术史
的维度看，张江舟的水墨艺术对生命主
题、生死主题的切入，拓展了水墨艺术的
主题边界。“生命”是中华美学的核心主
题，魏晋文学中的生死主题，既是中国古
代文学的重要篇章。但生死主题，在以

“和”为宗的文人笔墨中几近绝迹。这与
文人画的艺术功能和古代文人的审美选
择有关。张江舟的水墨艺术对生命主题
乃至生死主题的正面切入，丰富了水墨
艺术的精神内涵。

2014年，张江舟做了以“生命·墨语”
为题的大型个展。展前的记者见面会上，
学术主持王鲁湘问，“生命”二字如此沉
重，江舟何以担当得起？一旁的画家梁占
岩说：“‘生命’二字如果江舟担不起，现今
美术界没人担得起，因为他是上过战场，
有着血雨腥风，生死一线经历的人。我曾
陪他在广西宁明烈士陵园为牺牲的战友
扫墓，看到过他那张满是泪痕的脸。那是
我迄今看到过的最干净的一张脸。”

如此残酷的人生经历，带给艺术家的

何止是挥之不去的血腥记忆，也许还有声
嘶力竭、歇斯底里的表达欲望。几十年的
创作历程，张江舟几乎不曾离开对“生命”
的追问。“殇—戊子记忆”“生命·墨语”系
列作品，成了他追问“生命”的集中表现。
满幅的人体铺排、独特的形式结构、飘逸
的线条、或凝重或轻盈的笔墨格调，营造
出一个深沉、压抑、凄清、苍凉的精神场
域。他以一种“向死而生”“置之死地而后
生”的方式，倒逼着人的觉醒，唤醒了生的
欲望，激活了人的生命能量。

张江舟以水墨艺术关注生死主题，却
有几分超然通脱之意，这得益于他诗性的
思维方式，得益于中国水墨材质的氤氲品
质。他用诗意化解了死亡的恐惧和逝去的
疼痛，用诗意弥合了阴阳两界，还生命以应
有的尊严，让生命在诗意永恒中自由荡漾。

张江舟对“生命”主题的关注，更多地
体现在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验与热情表
达之中。这种入世的功能转向，弥补了文
人笔墨重言情悦性、轻现世关怀的历史局
限。张江舟在其文章《不要上了文人画家
的当》中写道：“文人画是古代文人‘立德、
立功、立言’之余潜心怡性之物，无须承载
更多社会功能。我辈画家专司绘画，除此
别无功德可立。如果仍将绘画视作潜性
之物，那是可耻苟且之行径。”艺术创作在
张江舟眼中已远非悦性之物，而是关注现
实、体验人生的精神磨砺。从他早年创作
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浮雕作品《爱的烦
恼》《力的沉寂》、油画作品《老河》《阳光
下》到近期的“人类图像学研究”“春天的
咏叹”“虚拟人生指南”“躺平一族”等系列
作品中不难看出，他的画笔始终没有偏离
对现世和沉浸其中的人的问题的关注与
思考。 （文/王 甜）

生命意识的觉醒
——张江舟水墨艺术的当代品质

经常收到一些美术馆、艺
术馆的征稿函，表达收藏的意
愿。因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
的半斤八两，觉得自己写的字
没有收藏价值，就把征稿函随
手扔掉了。不过，这样的事情
多了，反而让我想到涉及收藏
的一些问题。

美术馆、艺术馆注重名家
作品的收藏，这是普遍的心态，
在情理之中；另外就是喜欢捐
赠的作品，无须耗费更多的资
本，得到藏品，何乐不为？名家
作品的确是美术馆、艺术馆文
化深度与收藏品质的体现，敢
于以“名家”示人，“名家”就有
一定来历；被视为“名家”，身价
自然不凡，因此追捧名家没有
风险，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会不
断提升。

随之而来的问题又让我们
哭笑不得。首先，对名家作品
的一往情深，不应该是一家美
术馆、艺术馆的唯一行为。既
然收藏名家作品没有风险，大
家都会争先恐后，于是对名家
作品的追逐，就成了大家的共
识。只是名家作品为稀缺资
源，供需矛盾严重，藏家难觅名
家的代表作，所藏作品大多数
是二三流的作品，甚至还有劣
作和伪作。对名家作品的追捧
似乎有永恒的道理，但是事与
愿违的悖论，“播撒龙种、收获
跳蚤”的现实，并不鲜见。

守株待兔，也是美术馆、
艺术馆收藏的一种心态。艺
术家老了，或离开人世，总觉
得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应该
有良好去处，有更大影响，这
时就想向有影响的美术、艺术
馆捐赠一些作品，寻找让自己
和自己的作品名存青史的机
会。美术馆、艺术馆向来对这
类事情上瘾，试想，“不战而
屈人之兵”，不花钱，增加藏
品，皆大欢喜。俗语说得好，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凡
是免费的早餐、午餐、晚餐，
基本上没有好吃的。捐赠的
作品，收藏价值的及格率不及
五成。

有的媒体把美术馆、艺术
馆的这种行为叫作“势利眼”和

“吝啬鬼”，细细品来，有一点
道理。

美术馆、艺术馆热，收藏
热，与改革开放同步。近二十
余年，政府财政收入有了增加，
民间资本大幅度积累，公办、私
立美术馆、艺术馆如沐春风，政
策、资金、人才、条件，达到了历
史的最好水平。那么，这时候，
我们的收藏理念依然限定在

“名家”和“捐赠”，就有了商榷
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希望美术馆、
艺术馆应该具有风险收藏理
念。当所有美术馆、艺术馆热
衷“名家”，期待“捐赠”，十分
容易让中国的美术馆、艺术馆
同质化。尝试风险收藏，会形
成美术馆、艺术馆不同的艺术
取向，也会形成自家的个性特
征，建立独特的品牌。据了
解，美术馆、艺术馆对书法的
收藏有了浓厚的兴趣，只不过
所收藏的方式和收藏的对象
十分“中国化”，以市场价值
为 纬 ，对 那 些 年 轻 的 、有 才
华、有思想的书法家不闻不
问。其实，收藏是对未来负
责，一家美术馆有没有未来，
关键是有没有视通未来的眼
光。如果美术馆、艺术馆仅仅
对有头衔、居“高位”的人有
兴趣，我敢说，这家美术馆、
艺术馆肯定是平庸的，不会给
未来惊艳。为此，我希望美术
馆、艺术馆在收藏过程中，敢
于打破常规，着眼于艺术家
的精神神采，看到艺术家创
作过程中的生命异彩与思想
价值。 （文/张瑞田）

收藏的里外

张江舟 墨语 200cm×400cm 纸本设色 2023年

张江舟 壬寅红 368cm×146cm 纸本设色 2022年

张江舟 虚拟人生指南——孤独旅人 180cm×180cm 纸本设色 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