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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的“两新”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发力点。“两新”政策是拉动投资
增长、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的重要
抓手，其扩大有效投资、提振消费需求
的效果显著。近日，“两新”政策持续发
力，意在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提振消
费需求和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以旧换
新在本质上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以旧
换新，更是观念上的以旧换新。

艺术品市场同样急需从观念到行
动的“以旧换新”。

尽管艺术品市场近年来高价拍品
层出不穷，获得各界广泛关注，但它对
艺术品产业结构、大众生活品质优化升
级的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在艺术品消
费领域，随着国民消费能力和文化意识
快速提升，艺术品消费群体从原本小众
收藏人群，逐渐囊括新兴高净值人群和
普通艺术爱好者人群。前者给市场持
续注入了资金，后者给市场持续注入了
人气。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艺术品的功
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绝大多数艺术品
消费者对艺术品的利用仅限于身份标
定、空间装饰等方面，使艺术品消费群
体的扩容受限。

消费扩容不足必然导致艺术品投资
市场乏力。高净值人群入市导致艺术品
价格不断攀升，曾吸引大量投资者和投
机者涌入，艺术品与房地产、股票并称为
三大投资品。公众高涨的投资热情，还

曾催生了艺术品基金、艺术品信托、艺术
品证券化等新兴艺术金融工具。然而，
任何投资市场的长期持续发展，都必须
以强大的消费市场为前提，特别是在需
要较长时间价值积淀的艺术品市场。过
度膨胀的收益要求与增长缓慢的消费基
础无法适配，已经让艺术品投资市场长
期处于空转状态。加之艺术品投资所高
度依赖的鉴定评估机制、监管机制尚不
完善，艺术金融运作者和参与者的急功
近利导致行情大起大落，使很多艺术品
投资者黯然退场。

笔者认为，以艺术品的康养功能激
活消费，是艺术品市场“以旧换新”的可
行之路。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
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包括从低到高五个
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层次越高精
神属性越强。显然，作为精神产品的艺
术品更适合满足高层次的需求，能够使
人获得归属感及情感连接，获得自尊和
他人尊重，实现个人能力发挥。不过该
理论还认为，需求的层次越低需求度越
强、层次越高需求度越弱，只有在低层
次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出现高层次需
求。在大多数人那里，属于生理和安全
需求的身体健康需求才是最重要的需
求，而艺术品与其无关。这是艺术品消
费长期难以普及的最主要、最容易被忽
视的原因。

发挥艺术品的康养功能，恰好能
让艺术品消费满足大多数人最看重的
健康需求。艺术康养是以健康为目
的、以艺术为媒介和手段的对生命的
养护，是直接针对心理健康并间接作
用于生理健康的康养。与通常的艺术
品消费不同，艺术康养可以造福一切
人群：它既可以面向心理疾患人群，也
可以面向心理亚健康人群，还可以面
向心理完全健康人群；它既可以面向
青少年人群，也可以面向婴幼儿人群，
还可以面向中老年人群。艺术品市场
的参与者可能不到国民的 10%，而健
康是所有人关心的底层需求，乐于艺
术康养的人可能超过国民的 90%。艺
术康养会让艺术品真正融入百姓日常
生活，从而极大拉动大众的艺术品消
费需求。

艺术品的康养功能也会让投资者
从艺术品市场更多获益。

就投资者个体而言，艺术品投资与
普通投资不同，其收益可以来自多个方
面。不妨将其分为三重境界：一是获取
资金回报的艺术品投资，即利用市场行
情，从艺术品的售出与买入价差中获得
财务收益。二是获取精神回报的艺术
品投资，即利用艺术品的非物质属性，
在艺术品使用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
三是获取健康回报的艺术品投资，即利
用艺术品的康养功能，在艺术接受和艺
术表达中获得身心健康。就整个人生

而论，金钱不过是换取其他资源的中间
媒介，而身心健康才是终极目标。所
以，第三种艺术品投资发挥了艺术品对
个人的最大价值，是艺术品投资的最高
境界。

从整个艺术品产业看，艺术康养
可以让消费与投资合一。在普通产业
中，产品的投资与消费是两个不同环
节，而在艺术品产业，由于艺术品具有
信息性、耐用性、复用性，投资与消费
可以叠加。在艺术品市场，不论是新
兴财富群体还是普通参与者，都是投
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并重的。笔者一直
强调，推动艺术品投资必须以艺术品
消费做支撑，而拉动艺术品消费必须
嵌套投资功能。

因此，大众在艺术品消费的观念方
面需“以旧换新”，进一步认识到艺术品
的康养功能能够实现消费与投资的充
分叠加，而且除了绘画、雕塑等传统艺
术形式，新媒体艺术、数字艺术、装置艺
术等新艺术形式都可以开发出康养功
能，让艺术品消费与投资对象得到拓
展，使整个艺术产业的消费端和供给端
双向扩容。

（作者为李可染画院中国艺术经济
研究院副院长）

艺术品消费的观念也需“以旧换新”
■ 刘晓丹

在连云港云台山、扬州何园写生
的感觉真好，只是时间太短，不过瘾。
不修边幅的云台山野趣自然，文质彬
彬的古何园清风儒雅，它们的外貌气
质完全不同，却都是很能入画的。画
云台山时，我总要在乱石茂林间频频
舍取，理出层次章法；画何园时，我得
从回廊假山处集合写势，构成畅意笔
墨。写生的感觉真好，好就好在心里
有了笔墨章法，眼里看到的平也罢，乱
也罢，有也罢，无也罢，都可以有凭有
据地“添油加醋”，真真切切地任意取
舍，明明白白地“无中生有”，自然而然

地随性发挥。
对我来说，2023年5月南京愚园系

列写生特别有意义，那是我10年前就
开始酝酿的一个研究课题。我一贯秉
持“写生就是创作”的信念，一直想尝
试面对同一处实景连续写生，不移动
角度，只变换语言，体验一景多用、举
一反三的创作理念，以此探索我的笔
墨语言在园林实景美感的持续压力
下，如何不断挖掘自身视觉感受潜能，
如何不断突破笔墨固有样式束缚，如
何不断焕发写意造型语言表现活力。
此番首次尝试一景多幅写生。我面对

愚园延青阁连续画了23幅，其中22幅
为六尺整张竖式，1幅为四尺整张竖
式。整个写生过程我都保持着全神贯
注的状态，画每一幅之前都会认真思
考，在心里先默默地构思眼前实景潜
藏着的新视点，较前一幅呈现出变化
的新拐点，与以往写生有反差的新起
点。我时而依据自己的感受刻意变
形、增减或挪移眼前的树木花草，让它
们按我的意图变换穿插排列；时而把
自己想象成水池边草丛里的一只小飞
虫，模拟它的视角移动摆布画面空间
结构；时而贴近一块太湖石或一只小
乌龟，观察揣摩它们的形态与肌理作
用，由此规划下一步的笔墨形质、节奏
及虚实关系。在连续12天的写生过程
中，我深切体验到了在同一实景面前
主动写生的无限可能与大有可为。面
对实景释放出的机会、诱惑、压力与制
约，面对自家笔墨语言程式中固有的
便利、习惯、惰性与局限，只要将自己
的通感潜力全面调度起来，有中可以
生有，无中可以生有，有中可以生无，
无中亦可以生无。我因此更加坚信，
认知比技术更重要，想法比画法更重

要，想好了再动手去画，进而在画的过
程中切实调整想法，及时修正画法，如
此才有可能让自己的笔墨语言保持活
力，不落俗套。

要想让写生造型贴近眼前的那个
人、那个景、那个物，画得尽量“像”一
点，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像”
往往是一个很深的坑，一不小心就会
掉进去，想爬出来就更难了。我在写
生的时候，也常常很想把眼前的那个
人、那个景、那个物尽量搞得“像”一
点，不过，我一定是坚定不移地伙同

“笔墨”同时运用，而且伙同的“笔墨”，
一定是自家的“笔墨”，决不租用别人
的，这样就能够保证我搞定的那种

“像”，一定是自家的“像”，而不是某种
与自己没关系的“像”。其实“笔墨”从
来就不排斥“像”，“像”也从来不讨厌

“笔墨”，只不过把它俩天衣无缝地糅
合在一起，实在太难太难，以至于从古
到今，它们两家很难握手言和。也正
因为如此，一旦能完完全全地把二者
融合，让所有的“像”里面都有“笔墨”，
让各式的“笔墨”里面都有“像”，那就
功德无量了。 （文/周京新）

写生:客观之“像”与自家“笔墨”的握手言和

查士标（1615—1698），字二
瞻，号梅壑、懒老，休宁人。明末
生员，家富收藏，精鉴别。山水远
宗倪瓒、黄公望，近师“吴门”沈
周，风神懒散，气韵荒寒，晚年学
董其昌，参以“米家山水”，润笔纵
横。其博采众长，面貌多样，而精
神气质仍得益于云林神韵，并常
登山临水，汲取养料，水墨交融，
情景入妙。他的书法以行、草书
见长，时称“米、董再生”，后寓居
扬州，与王翚、宋荦、石涛等书画
名流交往甚密，又得徽商极力推
崇，一时声名鹊起，为“新安四家”
之一。

查士标早年受渐江影响，作
品中多有倪瓒痕迹，且能得其意
韵，王翚曾赞其曰：“以石田（沈
周）之笔力，尚不能作云林。而瞻
老放笔，辄与神似，盖其正与云林
无二致也，余安能不倾叹之。”清
康 熙 六 年（1667）作《古 木 远 山
图》，疏林坡岸，浅水遥岑，多用折
带皴法勾写山石，枯笔淡墨，疏简
松秀，意境荒寒空寂，风格萧散超
逸。查士标此时虽已离开徽州，
作品依然呈现出“新安画派”的精
神风貌，以及云林作品中“道法自

然，清静无为”的思想精髓，不仅在
技法上相承，更是心灵的相通。倪
瓒自号“懒瓒”，查士标而自诩“懒
标”“懒老”，二人皆有风神懒散、高
逸超脱的性情。 （文/刘畅）

查士标笔下的禅境与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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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京新，中国美术家协会第
九届副主席，江苏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
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名誉院
长、艺委会主任，南京艺术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京新 瘦西湖三友亭写生 180cm×96cm 纸本墨笔 2023年

周京新 金陵愚园写生 180cm×96cm 纸本墨笔 2023年

周京新 苏州写生之环秀山庄 纸本墨笔 2014年

周京新 瑞士写生 69cm×89cm 纸本墨笔 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