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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品市场上交易的艺术品具有收
藏、投资、消费三大功能。

艺术品收藏功能，是指通过收集、整理等
方式保有艺术品的实物形态，本质上是对艺
术品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信息的保存。艺术
品投资功能，是指通过购入和售出艺术品而
获得资金收益，本质上是利用交易者在不同
时点的市场价值认知差异赚取差价。艺术品
消费功能，是指通过欣赏、品味、把玩艺术品
而获得心理享受和精神愉悦，本质上是对艺
术品所承载信息的接受和使用。对于艺术品
的三大功能，不同时期的不同交易者可能各
有侧重。新世纪以来，国内艺术品市场经历
了由收藏拉动向投资拉动的转型，近些年正
在经历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

艺术品市场由侧重投资转向侧重消费，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中高端艺术品持有目的向精神
层面转移。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旨
在资金保值增值的艺术品投资，属于满足比
较低端的安全需要，而旨在享受愉悦的艺术
品消费，属于满足比较高端的社交和尊重需
要。随着资金和买家入场增速趋缓，中高端
艺术品价格涨幅受限，艺术品的消费功能日
益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中低端艺术品的购
买目的向实用转移。中低端艺术品投资者在
实践中发现，大部分普通艺术品根本不具备
增值能力。中低端艺术品的生产者和商家越
来越发现，开发大众化市场必须强调艺术品
的消费功能。一个基本逻辑是，艺术品的消
费功能是投资功能的基础和前提，艺术品市
场由侧重投资转向侧重消费，是向艺术品基

础功能的理性回归。
在艺术品的诸种消费功能中，康养功能

是终极功能。
艺术康养借助的艺术门类极为广泛。广

义上的艺术康养，包括造型艺术康养、表演艺
术康养、语言艺术康养三大类。造型艺术康
养，是借助绘画、书法、雕塑、摄影、传统工艺、
现代设计等造型艺术的康养；表演艺术康养，
是借助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表演艺术的
康养；语言艺术康养，是借助诗歌、散文等语
言艺术的康养。狭义上的艺术康养，仅指广
义艺术康养中的第一类——造型艺术康养。
由于造型艺术康养需要借助绘画、书法、雕
塑、摄影、传统工艺、现代设计的作品进行，又
可称为艺术品康养。艺术品康养的方式有两
种：一是在艺术品欣赏过程中进行，可称之为
感受式艺术品康养；二是在艺术品创作过程
中进行，可称之为表达式艺术品康养。

感受式艺术品康养是常用的艺术品康养
方式。

感受式艺术品康养能让欣赏者与艺术品
承载、传递的情感信息产生共鸣，得到心灵
慰藉。中国传统书画注重以形写意、借物抒
情，容易让欣赏者沉浸其中，不仅可以直接
促进心理健康，也可以间接促进生理健康。
宋代诗人秦观在欣赏唐代画家王维的《辋川
图》后治愈肠癖（痢疾），是感受式艺术品康
养的典型案例。笔者考证发现，秦观所患肠
癖很可能是现代医学所称的“肠易激综合
征”。该病是学术界公认的七类典型心身疾
病之一，常与精神心理异常共病，治疗上非
常重视心理因素。秦观患病，很可能由其长

期的抑郁、焦虑心境以及当时的不良情绪导
致。《辋川图》画中有诗、意在尘外，是秦观在
困顿中向往的境界，让他恍然与王维同游辋
川而忘却身处困境，继而疗愈肠疾。

表达式艺术品康养对改善心理状况更为
有效。

表达式艺术康养能帮助艺术品创作者平
心静气，陶养精神。在中国古代，书画创作
是重要的养生手段。特别是文人画，多取材
山水、花鸟寄寓情怀，元代画家倪瓒称之“聊
以写胸中逸气”。有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书
画家健康长寿者居多。艺术品创作还能够帮
助创作者宣泄负面情绪，化解内心冲动与外
部束缚之间的冲突，典型代表是明代皇室遗
民朱耷。朱耷十九岁时国破家亡，为了避祸
求生先僧后道，如履薄冰。他曾在门上大书

“哑”字，不再与人说话。惶恐悲愤之下，他
把心中不平寄于书画创作，所画花鸟多孤
鱼、寒鸦，常白眼向人，所画山水多萧疏冷
寂，所谓“墨点无多泪点多”。朱耷晚年书画
用“八大山人”署名，四字连起来仿佛“哭之”

“笑之”，终年八十岁。如果没有书画创作疏
解哭笑不得的心痛，他绝难如此高寿。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种康养方式虽均依
托艺术品，但感受式艺术品康养高度依赖艺
术品的品质，专业性越强效果越佳，而表达式
艺术品康养完全不必受创作能力技巧、材料
媒介限制，只要能让创作者直抒胸臆即可。
（作者为李可染画院中国艺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谈谈艺术品的康养功能
■ 刘晓丹

文徵明（1470—1559），名壁，更字徵
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
代书画家，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
家”或“吴门四家”。其书画造诣极为精深，
山水、人物、花鸟全部擅长，水墨、青绿，工
笔、写意无所不工。

《兰亭修禊图》是文徵明生平多次描绘
的画作。现存三幅作品分别作于其艺术生
涯的不同时期，画作内容与风格均由作者主
观创作，呈现出不同特色。东晋王羲之与众
贤举行“兰亭修禊”的地点在山阴。而文徵
明生长于长洲（今江苏苏州）官宦之家，长洲
与山阴同属于江南文化圈，文氏自幼受到相
同的文人意趣的熏染，他对东晋先贤“兰亭
修禊”文化的仰慕更加深刻。现存文氏《兰
亭修禊图卷》作品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
院、辽宁省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兰亭修禊图》，纵
140.3厘米，横73.2厘米，右上楷书自题王羲
之《兰亭序》，后年款为嘉靖三年（1524）春三
月既望。在此幅画作中，崇山峻岭中兰亭立
于几株松树间。场景以临溪亭榭为始，王羲
之在亭内据案下笔，与会群贤列坐于曲水两
岸，呈现出一派悠游林下之惬意风貌。整幅
作品采用白描技法，延续了早期简淡风格，
构图勾勒细腻紧密，笔墨气息则稍显滞弱。

辽宁省博物馆藏《兰亭修禊图》，纵
20.8厘米，横 77.8厘米。此卷展现的场景
更为丰富，采用手卷铺陈的形式将兰亭雅
集的多个场景渐次呈现。在山溪松林间，
王羲之于溪上兰亭执笔搦翰，一众文人墨
客沿蜿蜒曲折溪流而宴安佚乐，或流觞汲
水，或抚琴咏歌，或漫步俯仰。此时文徵明

六十三岁，正值其绘画风格由中期向晚期
转变。本卷画法上柔中寓刚，勾皴工稳的
崇山峻岭、树林蓊郁，与细笔雅绘的室宇人
物相得益彰，使绘作书卷韵味浓厚。

故宫博物院所藏《兰亭修禊图》（见图）是
文徵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十三岁作品，
纵24.2厘米，横60.1厘米。与之前两幅《兰
亭修禊图》相比，此卷在绘画技法上更为成
熟，精湛的技术与巧妙的构思相得益彰，使该
作品成为他创作生涯中的经典。该作品仍属
文氏独有细笔小青绿画法，用笔流畅雅致地
勾勒出行云流水、丘壑连绵，在山水景致的整
体造型上呈现恬净雅致的风格。聚焦到画面
细节，更可见作者笔触之细腻。如画面右侧
修竹傍水，溪间茅亭中有三人凭栏对坐，其中
执笔者应是“兰亭修禊”的核心人物王羲之，
他与高士在亭中樽酒论文，侃侃而谈。相比
于唐宋青绿大山大景、大开大合的取势构图，
此幅取山水之一角以细致勾勒，山无头、水无
源，画面表现的重点放在山水间的文人行迹
上。很明显，文徵明着力凸显画面主题中的
人文性，而非单纯的山水景致。

《兰亭修禊图》整幅作品以青绿为主
调，但山石、树木的用色却十分雅致，毫无
妖冶俗媚之笔。作为青绿山水主体色彩的
青绿色，文徵明的施用更显谨慎，部分山
体、土坡等处，则不着色彩。由此呈现出自
然山水生动之景，亦揭示了文徵明的青绿
山水理念，即青绿入画无须频繁施染，薄施
点缀亦可画龙点睛。总之，文氏青绿山水
画在设色上摆脱了宋代院体浓艳俗气，其
将青绿法和浅绛法融合在一起，青绿色彩
不失雅致之韵。 （文/张伟）

文徵明数画《兰亭修禊图》

在中国古代史中，对孩童的描述，最富深
意的莫过于老子《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中关于

“复归于婴儿”的论述，意思是说，人应该回归
到婴孩那样一种纯真的状态，才能悟得至高
的道的真谛。代瑞雪的“稚子”系列，正是以
女孩的纯真烂漫比喻人至真至善至美的生命
形态。

然而，隐在花丛中的动物的枯骨，隐喻着
这片美丽的天地并非无忧的伊甸园，而是同

样有着忧伤与死亡。以至于我们在观看这些
画作时，不禁想起 17 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画家
普桑的名作《甚至在阿卡迪亚也有我》，还有
19 世纪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米莱斯的名
作《奥菲利亚》，萦绕着一丝哀伤的气质。从
某种意义上说，代瑞雪的“稚子”系列绘画可
以被认为是虚空画（Vanitas）的一种，花草艳
丽却又脆弱易腐，恰与小女孩美好的生命形
成双关的修辞，以至于激发起观者对生命的
省思。

不过，我们在代瑞雪的“稚子”系列中很少
看到哀伤的痕迹，她笔下的小女孩们是纯净
无染的。但是，在几幅带有自画像性质、表现
青春少女的画作中展现的又是另外一番景
象：缠成堆的鹿角、被割去角的犀牛、被丢弃
的小熊毛绒玩具等，都寓意着青春期女孩所
要面对的。这些画作与“稚子”系列构成一种
叙事的互文关系，其指向的是交织着现实与
梦境的幻化之意。

《庄子·齐物论》中有“庄周梦蝶”的典故。
我们在代瑞雪的画作中能看到，“蝴蝶”以一个
最具观念意味的视觉符号贯穿始终，其既是时
空的穿行者，也是生命之旅的见证者。在这
里，代瑞雪已然幻化成蝶，她在用“稚子”系列
绘画召唤自己内在的纯真之心，同时也在警示
自己：美丽世界和潜伏在其中的危机，就像是
一枚硬币的两面，必定如影相随。这也是代瑞
雪此时此刻最真切的生命感悟。

“稚子”系列、“云上的梦”系列、“天使聆
殇”系列是她这些年一直在推进延续的三条

线索。对于她来说，无时无刻都可以进入创
作状态，孩子们游玩的瞬间，路旁所见，朋友
相聚，或者一部电影……

鲸鱼隐现于云水间，有假山石伫立暗夜波
涛上，两侧各有青年男女以手电对望，似梦
境，又真切如身旁的常物。这样的迷茫和无
从把握的印象，大概也曾种在每个人某段记
忆里。代瑞雪说，在深沉的蓝绿夜色里藏着
一堵水泥大坝，那是现实中的温榆河畔……代
瑞雪的水墨工笔绘画从传统向当代的图像转
换时，并不是生硬地拼接。从图像自身的文
化意义和背后历史、现实等社会问题的角度
去看，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二元结构中，作
品对视觉形式语言的拓展和内容所指向的现
实问题，都是艺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全然自在超脱的欢悦，在代瑞雪的作品中
并不是常态，更多的作品相对带着些许的“隐
痛”或残酷。在可爱的小女孩凝视盛夏的繁
花时，在青春少女扇动天使翅膀的微风里，画
面的角落里或有废弃橡胶轮胎，会有折断鹿
角的骷髅，工业时代的垃圾与自然的和谐之
间在形成对抗的反差。鲜嫩娇美的花草，无
邪的儿童，是正在绽放的生命，又有象征死亡
的鸟骨或被斩断的犀角……

代瑞雪的作品中常常会出现生命与死亡、
现实与梦境、云上与地下、永恒与短暂、工业
化时代与田园自然等多重矛盾的象征性叙事
相互交织。这是她对现实世界的反思，也是
对生命循环往复的敬畏之心。

（文/魏祥奇）

复归于婴——读代瑞雪的工笔人物画

清 王原祁 辋川图（局部）35.6cm×545.5cm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明]文徵明 兰亭修褉图 纸本设色 1542年 故宫博物院藏

代瑞雪，2006年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壁画系，获学士学位。2016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获
硕士学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国家画院青年艺术中心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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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瑞雪 稚子之七 69cm×79.5cm 纸本设色 2022年

代瑞雪 稚子之十一
119cm×96cm 纸本设色 2022年

代瑞雪 稚子之五
97cm×65cm 工笔重彩 2019年

代瑞雪 云上的梦之一
119cm×97cm 纸本设色 2020年 本版由《中国书画》编辑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