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数字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一般强调了
两个核心：一个是数字金融体系发展的核
心，一个是数字金融系统建构与发展的核
心，即数字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与核心是
数字资产，而与数字资产相适配的系统体
系数字信用是数字金融发展的核心。也
就是说，建构于数字资产基础上的数字信
用，是数字金融发展体系核心上的核心，
一个讲数字金融体系，一个讲数字金融系
统本体。

一、数字化潮流与人文经济的发展推
动了数字艺术经济的快速崛起，数字艺术
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发展壮大。数字艺
术金融服务的发展，是随着数字经济快速
崛起及数字艺术资产不断生成、壮大而深
化的。没有数字经济的发展，没有数字艺
术资产的发展壮大，数字艺术金融服务就
不可能出现。而数字艺术金融的进一步发
展，除了数字艺术经济发展的推动以外，数
字科技的融合发展也是重要的支撑。同
时，数字艺术金融系统的不断建构与完善，
也是数字艺术金融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二、数字艺术金融的发展是基于数字
基础设施的数字场景建构不断推动的结

果。也就是说，数字艺术金融的发展有两
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建
构与完善；二是数字场景的建构与丰富。
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数字基础设施建构与完善。数
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我们不能仅
仅把它看作是一个新业态，其产生与发展
的基础就是新的基础设施的出现，即数字
基础设施的建构与完善，数字经济就是建
构于这一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基础上的新的
经济形态。而数字艺术经济则是数字经济
新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没有
数字基础设施，就不可能产生数字经济这
个新的形态，当然，也不可能有数字艺术经
济这个形态。

其二、数字场景建构与丰富。数字场
景的出现与不断丰富发展，是数字经济新
形态不断出现与发展的主要环节。数字场
景的建构不断实现了数字经济新形态发展
的基本特征，实现了公信力数字化、沉浸式
体验数字化的发展过程，达成了以客户为
中心、以信用管理为核心的场景化建构运
营目标。正是有了数字场景的丰富发展，
数字经济新形态及其新业态才会不断涌
现，其发展规模才会不断拓展与壮大。所
以，数字场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同
样，在数字艺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场
景也扮演着同样的关键作用。

三、数字艺术金融发展的基础是数字
艺术资产，即要进一步发展数字艺术资产
为核心的数字艺术金融体系。数字经济新
形态的发展是基于数字资产这一新的资产
形态的出现而不断发展的。数字资产作为
一种新的资产形态，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金
融服务与运营形态，这是在数字经济新形
态不断深化发展过程中，数字金融创新发
展的一个基本逻辑。数字艺术金融的发
展，也是在这一逻辑的支撑下不断展开
的。数字艺术资产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
两个基本的支撑：

首先，在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支撑
与数字场景建构的牵引下，数字艺术资产
才能形成并发展。数字艺术资产之所以是
一种新的资产形态，就是因为其产生的基
础与机制是全新的，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是

全新的，这就形成了数字艺术资产特别的
内在规定性。

其次，与数字艺术资产形态相适配，要
发展以数字信用为核心的数字艺术金融服
务及体系。这是保障数字艺术资产形成、
流转、交易与服务的基本要求，这是数字艺
术金融发展与创新的基础要求。

四、数字艺术资产的铸造、流转、交易
及治理，需要与之相适配的数字信用。数
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新形态，除了其
内在的规律之外，还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
系统与体系，这是数字艺术金融发展的要
求。与数字经济新形态相适应的治理系统
与体系主要有4个重要方面：

首先，数字经济治理系统与体系是以
数字信用为中心建构的，没有数字信用的
支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数字经济的治理，
这对于数字艺术金融的发展来说，也是这
个逻辑。

其次，数字资产的形成、流转、交易与
服务需要治理系统与体系的保证。特别是
在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创新发展的过程中，
治理的意义与过程更加重要，而治理系统
与体系的基础与核心就是数字信用。

再次，数字信用的建构与体系的建设、
功能的实施，也是需要相应的治理，这种治
理从可信数据、数字信用开始，不断建构与
发展数字信用系统的体系。

最后，基于数字信用的治理是一种新
的治理形态。突出的表现就是这种治理不
能走碎片化的路子，要有基于数字艺术经
济新形态的系统集成思维，建构新的治理
系统与体系。即基于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
场景建构的新形态，来进一步建构治理理
念、理论与系统、体系的新治理。

五、数字艺术金融既是一个新业态也
是一个新的系统生态，其发展需要数字信
用为基础与核心的架构。数字经济新形态
的发展，是以数字资产为基础，以数字信用
为关键的一个新经济新形态，对数字艺术
金融来讲，数字资产是数字艺术金融体系
发展发育的核心，数字信用是数字艺术金
融系统建构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数字信
用在数字艺术金融系统建构与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数字艺术金融运营的是数字信
用。没有数字信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数
字艺术金融服务。当下数字艺术金融服务
的发展还没有真正成气候，原因虽然是多
方面的，但与数字信用发展滞后关系巨大。

其二、数字艺术金融的风控系统与体
系的建构是以数字信用为中心展开的。传
统艺术金融与数字艺术金融服务最大的区
别，就是其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当
其冲的就是其风险管控模式出现了转型重
塑，而这个转型重塑的根本与核心就是数
字信用的建构与确立占据了其核心位置。

其三、数字艺术金融服务在运营过程
中，贯穿的是以数字信用为中心的发展
主线。

其四、数字艺术金融服务过程的的治
理，其系统与体系的建构与运营过程是以
数字信用为基础与中心进行的。

六、数字信用以数字艺术金融系统发
展为核心，关键就是要构建与数字经济相
适配的确权机制与体系、构建与数字经济
相适配的数字资产机制与体系、构建以数
字艺术资产为核心的数字艺术金融及其体
系，最终实现构建与数字艺术金融相适配
的以数字信用为核心的风控模式与治理模
式。同时，数字信用也是建构数字艺术金
融生态的基础，是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数字生态是数字艺术金融发展壮大不
可或缺的条件与前提，没有数字艺术金融
生态环境的发展，就不会有数字艺术金融
的发展壮大。发展数字艺术金融生态系统
与体系的关键有两大方面：

首先，围绕数字艺术金融产融发展来
建构其生态的基础与体系。其基本的视角
是数字艺术金融服务的是数字艺术金融的
产融发展，产融发展过程中的需求是其发
展指向，不存在没有产融发展服务目标的
数字艺术金融，同样，其生态系统与体系的
建构也要为这种指向服务。

其次，以支撑服务体系为中心来建构
与发展其生态系统的框架。数字艺术金
融生态系统与体系建构的基本骨架是其
相应的支撑体系与服务体系，所以，建构
其生态系统与体系，必须要围绕这个中心
进行。 （文/西沐）

数字信用：数字艺术金融发展的核心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古老的中国画艺术
在新的文艺政策的引领下变换体貌、抖
擞精神，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方向，以直
面现实生活为创作基础，以“写生”为具
体路径，由此涌现的“新中国画”迸发出
前所未有的活力，开拓出一条不断创新
发展的道路。作为早在 20世纪上半叶便

以革新精神和关注现实而崛起的“岭南
画派”，其第二代代表人物关山月、黎雄
才等在传承中进一步与时俱进，既深化
和拓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面貌，也成为
新中国中国画发展演进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且培养后学，影响遍及全国。生于
1933 年，1949 年考入广东省立艺术专科
学校的梁世雄，其艺术发端直接受益于
岭南前辈，其艺术历程也伴随着新中国
同步展开。时至今日，他以九十高龄仍
活跃于岭南画坛，成为岭南画派第三代
重要代表之一，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画发展变革的亲历人与推动者。

从广东省立艺专（1950年与广州市立
艺专合并，改称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到中
南美专（武汉），在近七年的专业艺术院校
学习中，梁世雄打下了全面扎实的艺术功
底，素描、速写、油画、水彩兼善，中国画人
物、山水、花鸟诸科并工。1956年毕业留
校任教后，在黎雄才、关山月等前辈老师
的引领下，梁世雄很快便展现出出色的写
生创作能力。1959年，他任山水科助教，
山水画遂成为他此后一生主攻的专业创
作方向。

从梁世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水
画作品来看，写生取景是其最主要的特点，
所画均来自现实生活的所见所感，突破了
古代传统图式的限制，而在笔墨表现上，一
方面注重体会物理的内在规律，在描绘物
象形、体、质的同时，强调光感、色感、空气
感，传达出真实而鲜活的生活感受，另一方
面也注重锤炼笔墨，在笔线概括勾勒的同
时，注意墨韵与色感的交融，延续着岭南一
派对于空间气氛的营造。70年代末，梁世
雄逐渐成长为岭南画派第三代的中坚力
量。1977年，他参加了以关山月、黎雄才为
首的广东国画创作组，为毛主席纪念堂绘
制大型主题创作，先后深入井冈山、韶山、
娄山关、延安采风，合作创作了《农讲所颂》

《遵义曙光》《井冈山》等大型作品。画面均
极为开阔宏伟，沐浴在红色阳光中，善于渲
染氛围，点明红色主题。

此际，梁世雄还在描绘岭南风光中，注
入了十分浓郁的诗情或热爱家乡的寓意。
这类作品多以椰树、榕树或竹林为表现主
体，其中的《水乡晨曲》、《小鸟天堂》、《故乡
情》（1982—1987年间，多达四五幅）等，都
构筑了南粤水乡的优美意境。取境在宁静
的水边，画幽深密丽的竹林，或根脉四出的
大榕树，辅以水中的倒影，空中成群的小
鸟，给人以诗情画意的美的享受。《古榕深
处》《树高千丈》等，构图远近拉开，以高耸
直上与平推空间的结合，表现了“树高千
丈，落叶归根”的寄寓。

90年代以来，梁世雄虽已是花甲之年，
但写生创作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国内游
张家界，登泰山，观九寨、黄龙，国外则先后
赴日本、泰国，远游加拿大及欧洲诸国，饱
览异域风情。在这一时期，梁世雄又以“忆
写”的方式，在多年实地写生观察感受的基
础上，通过记忆的筛选，进行意匠经营，反
复锤炼、提升画境，其山水画愈发气象恢
宏，写意精神更加明显，在笔墨设色上也更

加炉火纯青。
回到梁世雄的人物画与花鸟画创作，

虽然这两科并非其主攻专擅，但均有鲜明
的地域特点和个人气质，既反映出他作为
写生创作型画家的综合素养和全面能力，
也从另一侧面记录和见证着其在时代变
革中的心路历程。从梁世雄人物画造型
及笔墨语言来看，既吸收了岭南人物画前
辈方人定的一些手法，如笔线简括生动，
人物有写实效果但并不依靠素描方式刻
画，又与岭南同辈画家杨之光、陈金章等切
磋交流，尝试人物与山水、花卉、树木等环
境相结合，探索各种表现技法，如纯用白
描，或水墨与白描结合、水墨淡彩写实、勾
线淡色小写意，或采用工笔重彩方式作宣
传画、年画。

相较而言，50年代梁世雄仅是偶作花
鸟，且较为传统，自70年代后期重拾，一直
延续至今，与其人物画形成前后接续、各有
侧重的局面。但无论是哪一种题材，都与
其山水、人物一样，注重写生的所见所感；
同时，又在这一特定的画科中寄寓吉祥、表
达生动活泼的生命意识乃至生生不息的精
神感怀。 （文/薛永年、邓锋）

梁世雄的中国画创作之路

吴元瑜为北宋中期画家，其活跃期应在 11世纪后半
期。吴元瑜，字公器，河南开封人，曾为吴王府直省官，后为
光州兵马都监，官至武功大夫，合州团练使。善画，师崔白。

《图绘宝鉴》说他善绘花鸟人物山林。宋御府收藏他的画多
达一百八十余幅，题材以花卉鸟禽为主，也有行旅及佛像鞍
马。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仇英“人物师吴元瑜”，可见他
的绘艺相当全面。北宋初期的花鸟画以院体为主流，继承了
五代黄筌、黄居寀父子的写实风格，精妙工细。到宋神宗朝，
崔白在精致的工笔中注入了写意技法，把两种笔法和谐地融
合在绘画中，风格清新自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双
喜图》，清新流丽，构图温馨，是崔白传世最精美的作品。

吴元瑜继承了崔白的风格，《图绘宝鉴》说他“大变唐五
代宋国初之法”，成书更早的《宣和画谱》则说吴元瑜“能变世
俗之气”，对宋代院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素为院体之人，亦
因元瑜革去故态，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画手之盛，追踪前
辈，盖元瑜之功也。”（《宣和画谱》卷十九）在他的带动下，刻
画工整的院体绘画加入了清新的元素，富有自然天趣、赋物
抒情的花鸟画大受欢迎。宋代蔡京之子蔡绦在所著的《铁围
山丛谈》中说，宋徽宗早年“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谢
稚柳亦认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宋徽宗《柳鸦芦雁图》，较接近
崔白和吴元瑜的风格（见《鉴余杂稿》）。可见吴元瑜对宋代
院体绘画革故创新的启迪作用。其流风余韵，更及于后代，
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马麟《暮雪寒禽图》、传为明武宗所作的

《哈叭惊蝉图》，以及数量颇丰的宋元无款团扇页，包括上海
博物馆的《鹌鹑图》、辽宁省博物馆的《秋葵犬蝶图》等，皆以
工笔写羽毛，意笔写枝干，且能各出新意，自标一格。

据《图绘宝鉴》所载，宋御府收藏吴元瑜的画多达一百
八十余幅，但他的传世作品今日却难得一见。为世所知者
有日本山本悌二郎旧藏《梨花黄莺图》，现归大阪市立美术
馆，无款，但画上有宋徽宗题曰“吴元瑜梨花黄莺”，又再题

“妙上上，御笔”，书为瘦金体，虽笔力稍弱，但神气不减，应
是徽宗早年所书，图中花鸟描绘皆精，被承认是吴元瑜的真
迹。另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荔枝图》则乏宋人风味。此幅

《红叶小鸟图》是现今所知的唯一署款之作，“元瑜”二字书
写古拙，笔法柔中带刚。画的设色极高古，小鸟羽毛描绘精
细，指爪紧握树枝，眼神灵活，舌尖颤动如发清音，状物写情
生动传神，定为宋画应无疑问。而且画幅上藏印累累，包括
黔宁王沐昂，著名的收藏家宋荦，近代鉴藏家吴湖帆、钱镜
塘、王季迁等。虽暂时仍未查有著录，但正如杨仁恺在裱绫
中所题，“画心钤明清诸家钤印，当有所据也”。

画幅钤收藏印记多达20余方，其中最早的是沐昂的“黔
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一印，沐昂（1379—1445）是明初黔宁
王沐英（1354—1392）第三子，沐英安岐凤阳人，随明太祖起
事，朱元璋收为义子，平定云南，战功最着。先后镇云南十
年，垦田至百余万亩，卒封黔宁王，子孙世袭。沐昂以武功
封定边伯，兼能诗文，集明初滇南二十一家诗编成《沧海遗
珠》，著《素轩集》。黔宁王府藏书画甚多，尤以宋元册页及
手卷最精，上海博物馆米元章《多景楼诗》册、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柳堂读书图》团扇页、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夏圭

《风雨行舟图》，以及沃雪斋藏吴炳《渌池擢素图》等，都钤有
与此画上相同的印章。

（作者黄君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士，日本京
都大学中国文学硕士，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东方美术史硕
士。著名书画鉴定家、学者、书画家）

读画：
吴元瑜《红叶小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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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世雄，生于1933年，广东南海
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曾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
系主任，岭南画派研究室主任、纪念
馆副董事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常
务理事、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专家
小组成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
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出
版有《梁世雄画选》《梁世雄画集》

《岭南画学丛书·梁世雄》《中国当代
名家画集·梁世雄》等。

梁世雄 东风吹遍瑶家寨，绿满梯田青满山
148cm×74cm 纸本设色 1963年

梁世雄 小鸟天堂
137cm×68.5cm 纸本设色 1981年

[宋] 吴元瑜 红叶小鸟图轴 42cm×25cm 纸本设色

中国艺术经济研究院院长西沐

梁世雄 红梅颂 68cm×136cm 纸本设色 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