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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板砖：一种形而下的艺术市场批评关于艺术批评的问题，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与评述，但对于现
今的艺术市场批评而言，不少人还是有话要说。
这本《艺术板砖》旨在与当下形而上的重赞誉，轻批判；重描述，轻分析；重人情，轻艺术的所谓轻
批评不同，在这里，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而下的重批评。
当然，也许会有一些看客称之为诋毁，但这并不可怕，“破”与“立”本来就是一种批评的辩证哲学
。
在许多人看来，当代中国艺术可能是一道奇异的风景，但景中之人已经无可回避地站在了艺术市场化
的十字路口，虽然有时还并不适应，但毕竟已经行走在路上。
在行进中，无论怀抱什么样的理想，民族复兴的大潮与国运的强盛都会为我们做出备注。
很难找出哪个时代的艺术家会像今天的艺术家这样一方面在艺术中迷失，另一方面又享受着市场带来
的快感；并且，在很多时候，市场还未来得及品味好与坏、高与低，他们就大度地捧出物质利益与不
明就里的所谓艺术互通与交流，似乎是市场的慷慨大方让艺术变得怡然自得。
每一个人都明白，物质利益是好东西，而对于什么是好的艺术、好的艺术作品，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
能评价的，很多时候，这是研究专家关注与研究的课题。
这种信息的不均衡会给艺术品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后遗症，虽然今天还未能全面地看出，但已初露端倪
。
于是，很多现象令人心痛不已。
在当今的供养环境下，艺术家更多地看重艺术追求以外的考虑与思量，过分在意自己的社会定位，追
求物质条件的满足，甚至因自我定位失误而苛求尊重，为了面子比富斗狠。
渐渐地，艺术家在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中一步步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有的甚至是斯文扫地。
市场的热气使不少艺术家变得膨胀、浮躁，最终丧失了自立而行的根基，在飘飘然中不知不觉地关闭
了艺术追求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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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板砖》是有关艺术批评的一部旨在与当下形而上的重赞誉、轻批判；重描述、轻分析；重人情
、轻艺术的所谓轻批评不同的文集式的专著，可称之为重批评。
专著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包括100篇短文和70余幅中国画作品，由西沐(硕士生导师，文化部文化市
场研究所研究员，文化部艺术平评估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著、
李彦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绘。
《艺术板砖》一书，共收集有关文章100篇，每一篇都是我们所挑选出的艺术板砖，希望通过有心人之
手，变成符合设计的有用之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壮大尽一份应有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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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板砖：一种形而下的艺术市场批评传统是一种精神而非样式什么是中国画的核心价值谦虚，也是
一种风度谁来制造中国画市场的拐点当画家成为一种职业关于画家阶层的分析是批评，还是诋毁2007
：画廊业在调整中坚持是精神家园，还是牢笼要铺路，不要挖坑教育与教养、技巧与文化我们需要什
么样的话语权结构性问题是中国画市场的核心问题中国画市场发展中的一个瓶颈、两座大山中国画市
场供给面过度市场化是一副毒药也谈卖油翁的艺术山雨欲来风满楼谁在穿皇帝的新衣第三只眼睛看市
场穿越市场的迷雾——一位学者读《中国画市场概论》有感关于岭南画派及其市场答广州日报记者问
谁在挑战中国画的核心价值中国画市场：想说爱你不容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市场在趋势中说中国
画市场的规律从中国画市场态势看收藏价值的选择转型期的中国画市场冬天到了，春天还有多远原创
性，中国画收藏的新视角画家下潜压垮市场虚弱的神经写意、写实与写真中国画市场更需要批评当红
是印刷的理由吗“利益黑圈”与“欺骗共同体”挤压中国画价值的形成空间卷入道德漩涡的当代中国
绘画拍卖离闹剧还有多远调整催生精品时代到来新水墨：当代中国画发展的一个新趋向藏媒：行走在
艺术与娱乐之间不能复制的激情画市奇论录警惕当今的“负收藏家”你究竟收藏了多少废纸——谈藏
家应具备的废纸意识敬重与不齿以文化的名义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战略是一种高度中国画在发展中为
什么还能姓“中”中国艺术教育的思考中国画市场调头关注“非常名家”艺术是大道走向价值投资的
中国艺术品市场文化：点缀还是战略当代中国画家面临重大转型我们给世界奉献怎样的文化大餐当代
中国艺术的主题是什么中国艺术品身份的大转变大师是被人骂出来的吗中国艺术品市场需要怎样的定
价原则当下中国画市场缺什么中国画市场：谁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画收藏不是一种娱乐方式艺术家在
关心什么低价位是中国画市场的一种常态中国画市场应寻找新的价值支撑点中国画市场：“冰点”期
到来预示着什么结构性拉动：艺术品市场成长的隐痛价值投资凸显，中国艺术品市场面临新机遇谈参
与市场的资格让艺术擦亮人性的光芒艺术批评的力量需要资本的助力注意力、关注度与中国画市场书
画明星：另一种神话还是泡沫中国画市场的“金三角”行画：当艺术与规模化生产相结合树起中国现
实主义人物画的大旗凭什么要让别人尊重中国画收藏与审美创造力中国艺术要守望什么样的文化传统
中国画市场大盘点(2007)·事件2008：画廊行走在生死线上中画数据：中国画市场定量的标志工程艺
术需要批评，市场更要批评谁可能成为中国画大师礼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撑中国画市场中国画当代
艺术：笔墨系统到水墨体系的一种嬗变行走在21世纪的中国画中国艺术品市场进程的透视中国画市场
投资正在逐步走出风险期不断走向金融化的艺术品投资中国艺术品市场：金融市场的第六极中国艺术
品市场的“堰塞湖”关注与负担：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成长之痛真诚与伪装世界经济衰退中的中国艺术
品市场中国艺术品市场：滞后的理论研究消费主义潮流下的中国画市场软实力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崛
起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画市场艺术品市场关乎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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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是一种精神而非样式　　传统是过去时代所留传下来的一种精神、习惯或范式。
很多时候，人们也称之为文化，这种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一种
巨大的精神力量，会对社会发生长期的作用。
中国人对“传统”二字始终有着深深的偏爱。
但是，有时候，一个时代的传统观念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误导或发展的难题。
在信息和文化资源不断走向高度共享的21世纪，如何从新的视角去看待传统、解读传统，成为能否坚
持文化精神的关键所在。
特别是在当今艺术界，把传统当作一种形式去供奉而不去深入文化精神的现状使中国艺术的发展多了
一些热闹，少了一些内涵。
　　首先，传统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递，而不是样式的流传，缺失文化精神的传统是一种腐朽的样式
。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
义的事物都可以被看作是传统。
”这种“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就是作为历史延传下来的思想文化、制度规范、风俗习惯、
宗教艺术乃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总和。
从实质上看，这个总和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精神。
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徽宝”为例，“徽宝”由玉玺、宝盖、钤册、锦盒组成，其形式、造型、纹
样、工艺、材质都可以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渊源。
冠以“中国”名称的中国印、中国玉、中国龙、中国结，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工艺如雕刻、绳结、制匣
、篆刻，传统材料如和田玉、紫檀木、丝绸、宣纸等都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传承了中华文明的印
章文化、龙文化、玉文化、结文化，彰显着独一无二、博大精深、魅力永存的文化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艺术国粹的中国画，继承的也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精神，其哲学思想是儒家思
想、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的集合体。
若沉迷于中国画的表面程式化的技法而忽略文化精神，则不属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范围。
因此，无论哪一种艺术对传统进行借鉴，都是在传递一种文化精神，而非仅仅流传表面的样式。
缺失了这种文化精神，传统就会走向腐朽。
　　其次，传统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不断吐故纳新的发展能力。
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只有对传统一成不变的误解。
传统虽然生发于过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不是静止的、固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
因此，传统不仅仅是指过去死的东西，更是指活在现在的过去，是鲜活的传统。
一成不变的传统是不存在的。
将传统进行简单化、表面化、僵硬化的轻率解读，都是对传统的一种误解。
既然传统是鲜活的，就要有所创新，不断吐故纳新的发展能力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因为传统本身就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起来的，传统的内容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丰
富、充实、提高的。
没有“吐故”就没有鲜活的传统；没有“纳新”就没有发展、延续的传统。
传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是不同的，即原始社会时期传统所包含的
内容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所包含的内容、明清时期传统所包含的内容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传统
所包含的内容都是不同的。
因此，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去挖掘旧的传统，再经过调整、改造和创新，使传统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
得以生存，传统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变革传统、创新传统的过程，否则就很难把握传统的精髓。
　　再次，死守传统是创造力低下和不愿意冒险、探索者的护身符。
传统的样式之所以让人留恋，就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不易失败的避难所，而艺术又往往需要探
索、创造与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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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传统方面有这样一些人，对传统的模式可谓忠诚，对传统的程式可谓竭力遵循，对表面技法可
谓严防死守，而对传统本身的内在精神却鲜有探求与出新。
在他们的理解中，传统是与现代精神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似乎只是代表着过去的样式，继承传统就是
照搬过去的样式；如果创新，就是对传统的不尊重与反叛。
他们这种因循守旧的做法与其说是在死守传统样式，不如说是他们本身害怕探索、不敢冒险与创造力
低下的本质所在。
在死守传统中，他们无疑为自己划定了一个避难的小圈子。
在这个圈子里，思想可以平庸、肤浅，可以不去出新，当然也就没有挑战与竞争。
怯于探索者仅仅满足于传统的样式而陶陶自乐，并将其作为一道护身符，至少这样不会有太大的失败
。
这种离开传统文化精神的做法使他们在艺术的探索中容易陷入崇古与虚无主义的窘境，因为艺术本身
是需要有冒险和探索精神的。
尤其在现在商业化的氛围中，艺术只有在不断探索中才能探求并追寻到自己的学术理想，才能沿着不
断创造的大道越走越辉煌，而惧怕冒险、缺乏探索精神及毫无创造力的做派只会让艺术像木偶戏一样
走向机械化的摹写与衰微。
最后，传统形式往往会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与手段，而传统精神则更多的是一种生命过程的显现
。
传统是我们的文化母体，生活演绎着传统的形态。
在今天，传统这棵大树已经生发出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枝芽，如书法、小说、绘画、戏曲、相声、
小品等都是传统外在形式的表现。
此外，中秋节、端午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也都是通过吃月饼、赏月、包粽子、赛龙舟等形式来度过。
可以说，传统形式已经日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与手段。
但是，传统是以生命力的持久来衡量的，而维系生命力长久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体现在对精神的不
断追求和完善中，这种东西支撑着传统既能够活到现在，又能够活在未来。
也就是．说，这些戏曲、相声、书画等之所以到现在魅力不减，不是因为其形式的华丽，而是因为其
背后有精神的支撑。
精神家园支撑着传统的生命，是一种生命过程的显现。
有了这种精神，传统便不会终结、消亡，才会永远鲜活。
　　传统精神所形成的巨大能量和带给我们既韧又久的力量是传统本身吸引我们的根本原因，这也远
非是形式所能取代的。
在新时代里，只要我们不去人为地误读传统，传统就会散发出永久的活力。
　　什么是中国画的核心价值　　几千年来，中国绘画形成了其自身较为稳定而又富有包容性的核心
价值，这种价值是中国绘画大放异彩的内在根据。
中国绘画具有独特的魅力，也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核心价值。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画的核心价值呢？
用一句话概括，即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中国画特有的、符合民族审美经验的美。
　　审美的特质是中国画的价值核心。
画家的天职在于用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把自己高尚的审美理想倾注于作品之中。
在精神产品中，艺术品处于距物欲最远的、以审美为核心特征的超功利层面。
随着人类物质生产能力的增强和精神需求的丰富，艺术产品会日益摆脱功利因素而不断强化其纯粹的
审美功能。
中国画的发展史是一部从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渐渐演变的历史。
　　中国画的核心价值决定其艺术价值。
画家追求作品审美的过程，也是其追求艺术价值的过程，即中国画的艺术价值仅仅体现在作品的审美
价值上。
画家只有时时刻刻以追求美、发现美、挖掘美、表现美为创作宗旨，作品的艺术水平才能有所提高，
作品才具有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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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美，不仅指作品从外观上给人以视觉美，更指作品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境界、精神的美，这种美
才是崇高的美，才具有艺术价值。
　　艺术价值最终决定市场价值。
随着艺术消费和中国画投资需求的不断增加，人们对中国画的价值判断逐渐地从精神、艺术向经济方
面倾斜。
绘画的艺术价值决定画作的升值前景。
画作的艺术价值高，其市场价格才能高。
如果市场价值完全偏离了艺术价值，那市场就会乱套。
在多数情况下，绘画市场的艺术价值还是第一位的。
现在，很多画家只关注市场表现而不关注艺术生命，以为价格决定艺术的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的认识。
　　核心价值是文化价值的最终体现。
绘画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升华了绘画的内在表现。
审美使传统中国画的创作和鉴藏都是基于超乎功利的精神领域的。
同时，这种超乎功利的创作和鉴藏方式也在不断地醇化着中国画的独特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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