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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
升，人们的消费结构进入快速
转型期，衣食住行的消费比重
迅速下降，文化艺术消费异军
突起，然而在艺术品生产和消
费的供给之间，人们往往感觉
到隔阂。目前在艺术品消费市
场中，已形成金字塔结构，其中
最顶端的是收藏、投资，他们往
往通过二级拍卖市场，或直接
从藏家、艺术家圈子里购买。
在最底端的大众艺术品消费市
场，本应是最庞大也最活跃的
市场，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虽
然我国已经达到大众消费艺术
品的经济实力，但实际购买却
不理想。一方面，艺术家们的
艺术品及相关衍生品为找不到
出路而苦恼；另一方面大众又
常常为市场上买不到精致、可
心的、美的艺术品而不满。

有观点认为，目前国内大
众艺术消费时代还未真正到
来，大多消费者还处于“看一
看，想一想”的阶段。同时，在
艺术家层面，国内大多艺术家

也不像日本草间弥生等，形成成
熟并被市场认可的艺术衍生品。

对此，中国艺术产业研究
院副院长西沐认为，我国艺术
品消费市场现正处于形成的过
程中，未来存在巨大市场潜力，
这是一个发展趋势。“从实际市
场来看，国内艺术消费市场在
这几年得到快速发展和起步，以
艺术衍生品产业为例，从创意到
产品到产业体系，都在逐步的成
长过程中。”

艺术衍生品产业被视为大
众消费市场的一个最重要组成
部分。在国内，陶瓷艺术就已
经有所表现，比如景德镇陶瓷
主要做的艺术瓷，当地陶瓷产
业一年的成交量大概在400亿
元左右，其中艺术陶瓷占很大
比例，景德镇的艺术衍生品已
经形成品牌效应。

西沐表示，“目前，挖掘艺
术品市场的需求、释放需求是
中国艺术品市场最为迫切的任
务。”西沐指出，在中国艺术品
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培育艺术

品消费，发掘艺术品市场需求，
提升有效的市场供给能力，可
以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过
程中一个永恒的课题。“要完成
这个任务，一是要积极发展艺术
品消费市场；二是要努力提高艺
术品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
“大众艺术品消费的目的

就是为满足审美需求而进行消
费，其性质与普通消费者进入
一般商场类似。”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教授刘双舟指出，“消费
者的期待在于审美和消费需求
的实现，而不是艺术品投资和
收藏所关注的资金的保值、增
值和安全性。”

此外，与收藏、投资类艺术
品销售渠道和场景不同的是，
大众艺术品消费市场属于自由
竞争充分的市场，“具有单件艺
术品资金进出量小、受众面广、
准入门槛低、所占市场份额大
等特征，经营主体多且竞争十
分激烈。”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我国
大众消费艺术品市场不活跃、

不会真正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缺乏艺术教育。他进一步
解释称，大众不接受艺术品消
费是因为有四个隔阂。第一个
隔阂是大众对艺术品的认知问
题，艺术品对大众的吸引力不
够。第二个隔阂是经营者的问

题。经营者将艺术品当作捡
漏、暴富来宣传。艺术品的价
值探讨、舆论导向也是个问
题。第三个隔阂是艺术品和艺
术衍生品性价比不高，阻碍大
众亲近艺术品。第四个隔阂是
市场不诚信的问题。（欧志葵）

大众艺术品消费中的隔阂

北京的秋天来了，北京故宫博物
院最近搞起了全民健身运动，这项运
动就是跑步。近年北京故宫做了“现
象级大展”，从2015年的《清明上河
图》展观众排队排到脚软，到今年《千
里江山图》大展再度拥挤，北京故宫
盛举吸足了人气。排队3小时，看画5
分钟，正是这场“故宫跑”的由来。“冲

刺”看名画，“故宫跑”成了热词。
大概在10年前，北京故宫搞过展

子虔《游春图》的展览，估计没多少人
有印象，除了一些书画爱好者、逛故
宫的路人去瞧上两眼，就没有什么历
史痕迹了。据说《千里江山图》在
2013年展示过，影响力也低得不成气
候。就像网友说的，冷清到可以自己
一个人包场霸占大厅想欣赏多久就
看多久。而在前年的《清明上河图》
大展期间，有一大家人特地从香港来
看展览：“国宝嘛，很难得、很自豪！”
有行动迟缓的八旬老人：“能活着看
见国宝，很激动！”也有五岁的小娃
娃：“跟着爸爸妈妈来看最美的中国
画。”可见这些高雅的文化活动，是能
够在大众心中掀起滔天激情的。

同一个地方，同一幅画，前后的
落差为何如此之大？观众们的文化
热情是不是噌一下就上去了？有人
觉得来看展览的游客和观众，是为了
“凑热闹”，未必真正懂画、懂艺术，围
观纯粹为满足好奇心。即使凑凑热
闹，附庸下风雅，那也是令人欣喜的
文化景观。相比起排大队去电影院

看好莱坞大片，或者眼热追时下最火
的《战X》，“故宫跑”亮点满满。我们
时下的娱乐生活，太少与文化品位挂
上钩，精神娱乐项目实在太枯燥，供
我们充实内涵的节目少得太可怜了。

故宫作为国内顶尖的博物馆之
一，普及文化经典义不容辞，让不懂
鉴赏名画的游客和观众去接触传统
文化、感受传统文化，让传世名画走
进大众的视野，充分调动吃瓜群众的
“娱乐热情”，可比去追《战X》电影有
盼头。毕竟日韩都在加强本土传统
文化的宣传和推广，中国是不是也应
该快人一步？我们总在讲文化精髓
如何输出，如何创造“文化超级IP”，
如果现在不普及大众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这输出的底气便就弱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展的火爆，得
益于这几年故宫在对外宣传上做足
功夫，借用移动互联网的优势，时而
做萌创走亲民路线，时而变身专业手
艺人，故宫在“网红”的套路上越走越
深，国宝文物引发“故宫跑”，密集的
观众流刮起“方便面”风，故宫能带起
这阵风，值得赞许。 （华刚兄）

“故宫跑”跑的是文化征服还是观众激情书
画
不
可
贪
大
求
长

故意错

《千里江山图》大展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书画界出现
了一种“贪大求长”的现象，突出表现
在书画家的作品尺幅越搞越大，只要
一下笔，动辄四尺、六尺、八尺整纸，有
的书画家似嫌不过瘾，乃至出现了丈二
匹、丈八匹甚至更大的尺幅。如此一
来，一批批大而无当的“巨幅作品”便横
空出世，炫人眼球！为何书画家的作品
越画越大，我想不外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以尺论价”的书画市场规
则使然。许多书画家为迎合市场，唯
“平方尺”马首是瞻，不在笔墨、内涵、
格调上下功夫，而是专注于投市场之
所好，为了捞实惠、博眼球，只管赚个
盆满钵满而一味追风求大，于是小品
大写，小画大作，三米五米不足奇，十
米百米寻常见，也就难怪出现“牧童放
风筝，人短线儿长”的奇葩画作了！

其次，眼下风起云涌的各种大展大赛也是
一个重要诱因。书画家为适应展赛的需求，过
分追求一种所谓的“艺术张力”和“视觉冲击
力”，一味强调“展览效果”。随着国家对公共
文化设施投入力度的加大，许多美术场馆等展
览场所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好，用“巍峨壮观”
“富丽堂皇”“高大上”等字眼来形容一点也不
为过。为了引人注目，先声夺人，书画家们的
作品便“削足适履”，“与时俱进”，扩而大之。
或许是为了展示自己驾驭巨幅作品的能力，或
许是在炫技于人，仿佛不如此便不会吸引观
众，不如此便不会引起评委的关注与青睐，于
是一批批为展览而创作的巨幅作品便充斥着
艺术创作领域，并一再刺激着观众的视觉神
经。前些年美展上就一窝蜂出现了许多“工笔
大画”，其结果是千篇一律，一味求大求细，让
观者目乱神迷……
“巨大”不等于“伟大”，“巨制”未必能成

“鸿篇”，作品的感染力不在大小，而在于其所
蕴含的文化气息与人文内涵。当然，巨制未必
无佳作，大幅作品不可一概否定，大幅作品也
不是不可以创作，关键是如何创作。所以说，
确因展出空间的需要或者作品题材为“宏大叙
事”的“重大历史事件”等缘故而创鸿篇、绘巨
制，本属正常，也无可厚非。但画的尺幅大小
与艺术质量高低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立意浅
薄、水平不行却一味贪大求大，指望以巨幅大
作来刺激人们的眼球，甚至冲刺“吉尼斯世界
纪录”并借此扬名立万，流芳百世，那就是“无
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到头来在书
坛画苑只会留下一个供人们茶余饭后作为谈
资的笑柄。 （杨宇全）

清乾隆墨玉卧牛

周一下午，一场秋雨不期而至。
古玩城的露天摊主，就一哄而散了。
有了半日闲暇，正好找老友聊天。

老玩家们所谓的聊天，就是相互
之间的交流，或信息，或经验，或故
事，总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增长见识。
遂和马刚上楼直奔老王的店里。进
门，就见老王正在高卧中，室外秋雨
绵绵，室内高士卧在榻上，有点孔明
在隆中的意味。老王在市场上摸爬
滚打二十多年，眼力那是没的说，古
字画鉴赏尤令人叹服。寒暄片刻，不
知不觉，话题拐到了康熙“避暑山庄”
题字，网上帖子漫天飞，说康熙题字
“避”下多了一横，被列为最大错别
字。其实，这是误解，是用整理后的
简化字，来衡量前人书法。

老王讲了一故事，说是古玩城附
近，有个饭馆，上世纪80年代末，开张
时，专门请了一大家写匾。谁知，大
家在一字上少写一点，似错非错，店

家又不好问，只能糊里糊涂地挂上。
谁知，生意竟出奇的好。不少人，慕
名前来，就为看匾上少一点的字。

前几年，这家饭馆的老板重新装
修店铺，扔了旧匾，重写新匾。新匾
每个字都很标准，无一点点走样。可
是，没有了趣味，人也就不来了。
“前几天，我去看，生意也就那样

了。”老王说。
回家翻，网上列出的几个著名错

别字，避字多了一横，流字没有一点、
鱼字是三点等等。其实，在古代，很
多字，有俗写、有异写。国字就40多
种写法，算不得错。颜真卿就写了很
多今天的简化字。所谓的错，就是用
今天标准，要求古人。错的不是古
人，而是今人错。

还有字故意错，那是有讲究的。

孔府的一些字就是如此，富字头上少
一点，这叫富贵不到头；文章的“章”
字，十字的竖连通日字，上接立字一
横，这叫文章通天，日即为天。康熙
写“花港观鱼”，鱼字下面的点，有说
法四点是火，三点才是水。写字是有
讲究的，不是随便乱写。

老王言：古人题写匾额，非常严
肃，如何起笔，如何收笔，都要长时间
琢磨，不可随意落笔。写大幅作品，
更是绞尽脑汁地琢磨。因为，大纸难
得，就一张，不仅不能写坏，而且必须
是精品。不像现在，四尺纸、六尺纸
多的是，不行了重写。有人写一刀
纸，才写好一张。古人，就一张，考验
的就是，寒窗几十年的水平。古人匾
额、大幅作品基本都是精品，对文字，
他们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废纸都不能
随便扔。

所谓的错，那是因为你不懂。
（王文元）

王步“泽乡天伦图”青花堆白赏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