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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博会下沉 真需求还是伪市场

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以展览传递工匠精神

下沉成趋势

从近年发展态势来看，越来越多的艺

术博览会下沉到二三线城市布局，这些异军

突起的博览会品牌，不断改变或重塑着艺博

会市场的原有格局。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

艺博会重镇的市场份额不断被稀释。

这种调整和变化也体现在单个艺博会

之中，比如创办五年的艺术厦门博览会首次

分为“当代艺术”和“经典艺术”两个博览会。

对此，艺术厦门执行总裁滕丽表示，“艺博会

同样需要创新和变革，除了‘一年两展’，我

们还创立了艺术厦门美术馆，就是希望突破

现有的艺术展会模式来构建长期、持续、立

体的艺术生态链。从整体来看，目前艺博会

处于一个遍地开花的状态，但未来两三年可

能就会出现淘汰潮，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大

经济环境下，如果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态圈，

发展前景可能不容乐观”。

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深圳，Hi21新锐

艺术市集的布局之路似乎也契合了艺博会

不断下沉的路径。“不管在哪里，最终还是

要看交易”，Hi21新锐艺术市集发起人伍

劲选择布局深圳，已经显示出对于深圳市

场发展潜力的认可与乐观。

愚逸文化创始人沈愚先后参加了多个

艺术博览会，她从参展角度坦言，主要关注

博览会的影响力、专业度以及成交量。“北

京、上海的艺博会规模较大，专业度较高。

相比之下，二三线城市的艺博会在资源的

调动、活跃度、稳定度、影响力等方面都会

有所差距，同时，这些地区的市场积淀相对

薄弱，专业级别的藏家较少。”

滕丽则从艺博会角度作出分析，“艺术

博览会下沉到二三线城市，其中一个核心

诉求就是为市场发掘出潜在的新客户，尤

其是那些在其他地区没有接触到的新买

家。藏家是有周期的，是需要不断更新的，

要吸引更多新的藏家介入到这个领域中

来，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市场在哪

现实情况来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以先天性的文化、资源、氛围等优势条件，

在博览会这一艺术生态的构建上成为先行

者。然而，越来越多的艺博会品牌崛起，使

得这一优势逐渐缩小。

对于艺博会而言，最为核心的问题是

受众在哪里，市场在哪里。目前，越来越多

的艺博会下沉到二三线城市，甚至有一些

县级城市也在筹备艺博会。现实问题是，这

里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吗？有足够的观展

人群和消费圈层吗？

有专家对此并不乐观，客观而言，邀请

艺术名家“空降”，短暂制造流量与噱头，甚

至可以凭空造出一场艺术博览会。然而，不

同地区艺博会的参展画廊和藏家资源，所

呈现出的风格和气息都会有所差异，如果

不能充分调研市场的真需求，未来只能是

“昙花一现”般的热闹与喧嚣。

滕丽表达了不同观点，“艺博会的体量

是很大的，它是一个社会事件，影响的不只

是艺术圈，因为参观的人流量大、覆盖的人

群面广，还能对相关产业产生拉动。艺术厦

门离不开厦门本土的机构和藏家支持，但

最开始的定位就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博览

会，而是立足厦门，辐射全国甚至东南亚市

场。如果局限于区域性的藏家资源，这么多

的参展机构和作品，市场是没办法消化的”。

有业内人士认为，对于艺博会来说，三

年是一个门槛，能够坚持下来的艺博会都

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因为做好艺术博览会

并不简单，需要主办方有强大的资源统筹

能力、人脉网络、招商能力等，这些也最为

参展机构所看重。

在滕丽看来，“艺博会的定位很关

键，目前很多艺博会都是同质化的，核心

就在于如何吸引全国范围的藏家参与。如

果没有新买家，没有独特的定位和特色，

画廊还有必要去奔波这么多的城市参加

艺博会吗？”

有声音表示，相对于一线城市的博览

会，地方博览会更加依赖地方政府的政策

支持和税收优惠，甚至成为不少二三线城

市能够启动博览会的关键。日前，财政部官

方发布关于2020年博物馆纪念馆及美术

馆文化馆、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预算

的三则通知，涉及金额近55亿元。资金补助

最多的地区并非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而是江苏、湖南、四川、甘肃、辽宁等地。以

湖南省为例，2020年博物馆纪念馆逐步免

费开放补助资金预算为19494万元。有业

内人士分析，艺术长沙的举办地就在湖南

省博物馆，除了场地费用的减免或优惠外，

还有对这一博览会品牌的扶持和背书。

“艺博会的成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

力扶持，无论是学术提升、社会影响力，政

府的支持都会推动艺博会做得更好，为艺

术产业的发展，甚至是国际化的商业对接，

发挥更大能量。”滕丽说道。

需拓展联动

除了对文化艺术的审美与消费诉求，

以及文化城市构建的需要，艺术博览会的

下沉拓展未来将成为一种趋势，然而每个

地区都有属于自身的地缘性文化，这些“空

降”而来的艺术如何与之产生对话、碰撞、

交流，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博览会要与地域

产生关联，不能仅仅停留在持续数天的艺

术狂欢中。北京商报记者曾经实地观察到

某国际摄影双年展中，展览与当地居民所

产生的联动似乎很有限，除了餐饮和住宿

业外，当地居民对这一举办多年的活动还

是一头雾水。艺术长沙总策展人陈叙良就

曾表示，“当代艺术不仅限于艺术家、理论

家、批评家或收藏家自己玩，还要争取到更

大的艺术圈、思想文化与社会科学圈去讨

论这个事情”。

滕丽表示，“就厦门来说，这是一座轻

资产城市，适合发展文化和艺术，近年来

活跃度也很高。艺术厦门的定位是辐射全

国市场，我们的布局也是一步步往这个方

向走。比如，除了艺术博览会之外，我们还

在做学术性的美术馆，通过展览活动、讲

座培训等日常基础教育活动把艺术的能

量更多渗透下去，通过美术馆之间的交

流、艺术项目的交流，打破商业艺博会的

局限性”。

在沈愚看来，艺博会的参观人群数以

万计，许多以家庭为单位的观众参与进来，

当然，这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与关联还需要

时间，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值得关注

的是，人们对文化精神需求的不断提升，这

是真需求，这同样体现在二三线城市中，尤

其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回乡就业，他们对

于文化艺术的认知和需求比以往都有更高

的起点，这些新兴城市的艺术博览会更灵

活、更有地方特色，社会价值的体现未来也

会更加明确。

北京商报记者 徐磊
图片来源：主办方官网

近日，“践行初心使命传递工匠精神”展

览开幕式暨木作传统文化资源对接会在京

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

中心、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联合主办，旨

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工匠精神。

1997年，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馆长王

文旺开始致力于木作老物件的收藏、研究、

整理与展示工作，2005年开启了博物馆的艰

难筹建之路，直到2017年北京文旺阁木作博

物馆终于落成。“这是北京第一家以木作为

主题的博物馆，作为一名木匠，我有责任将

传统工匠的技艺传承下去”，王文旺说道。

王文旺表示，“让传统木作文化活起来，在

展览和互动体验中体会木作工匠精神，才能真

正让公众产生兴趣，文旺阁木作博物馆根据不

同需求开发了多种多样的木作体验课程，以一

种寓教于乐的形式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增强

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参与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经过多年的筹备与努力，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

馆已经完成了木匠展、二十四节气与农具展、

三百六十行展、古代建筑展、运河人家展等数

十个系列展览。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从潘天寿《初晴》谈传统绘画的“程式” 王小双“众妙之■”个展再现都市景象

近日，芳草地画廊·798呈现艺术家王小

双个展“众妙之■”，19幅作品以密集的陈列

方式共同将芳草地画廊·798塑造成一幅都

市景象。据悉，这是王小双在芳草地画廊的第

二次展览，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1月19日。

在本次展览中，王小双延续了她对身

体、距离、情感作为观念线索的思考和创作，

展出以其性别身份、都市生活、个体与群体

为探讨对象的全新绘画作品。王小双的作品

以其惯常使用的女性形象为载体，用自己独

特的艺术语言记录着一代代都市女性的青

春记忆和生命经验。曼妙唯美、透明轻盈的

女性形象，既是一幅幅当代都市女性和消费

社会的生活图景，也是艺术家个人思绪与情

感在画作中的视觉呈现。通透的色彩、丰腴

的形态和柔软的笔触所展现出的动态与美

感，同暗淡、冷寂的街道和林景在意象上的

凄冷，在艺术家的画作中碰撞出诗意。这样

忧郁、沉思但从不阴郁的诗意，始终贯穿于

王小双的作品中。

2019年嘉德秋拍中最引人瞩目者，

莫过于2.058亿元成交的潘天寿巨作《初

晴》。彼时传统绘画受到许多非议，有人提

出中国画只适合手中雅玩，不符合大幅巨

作的时代创作需要。那么，潘天寿、傅抱石

等在那个时期不断创作巨幅之作，算得上

无声反击，毕竟《初晴》这类作品实实在在

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生命力。

近代以来，美术界对于清代“四王”

末流的绘画风气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

评，指责其缺乏新意的模仿和程式化使

中国文艺出现了“万马齐谙究可哀”的局

面。这个判断其实有些倒为因果，恰好相

反，应是彼时中国文艺的保守和退化导

致了中国绘画的发展出现了唯利是图、

墨守成规的风气。进一步讲，程式可以一

味地被否定吗？

之前艺术品市场沸沸扬扬的“流水

线”事件，令大众对中国画的创作有了太

多误解。就艺术创作而言，创新不是艺术

品创作的唯一审美标准，创新更不可能

一蹴而就。潘天寿1958年创作的《初

晴》，1959年创作的《记写百丈岩古松》，

1960年的同名之作《初晴》、1962年的

《雨霁图》，非常值得艺术收藏者、艺术创

作者认真研究。它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明了传统绘画中“程式”的重要性。几幅

巨制构图几乎一个模子，但其中的变化

又显而易见，作者创作时的情绪，对于构

图的思索和改动，乃至皴染时的浓淡干

湿，都因为时间的不同有所变化。“程式”

并非阻碍潘先生进行艺术探索的绊脚

石，反而是一种助力。甚至可以说所谓的

“程式”最终成就了他自己的风格，形成

了潘氏色彩的“程式”，即后来人执着的

自我面貌，或者说创新性。

中国绘画强调的是自我修养，模仿

和程式化不仅可以见贤思齐，更是一种

“学而时习之”的积累。只有站在巨人的

肩旁上才能看得更远，对已有程式不断

了解和实践，才会从量变实现质变，最终

拥有属于自己的“程式”。比如郑板桥学

石涛，边学边忘，至于最终有了自己的

“板桥竹”程式。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

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

享人也”。闲来无事的人容易胡思乱想，

劳心劳力的人忽然有一刻的清闲，会十

分安心舒适，“程式化”会帮助他们消除

艺术审美上的陌生感。

当然，过度的“程式化”也具有非常

大的破坏力，基于绘画市场成熟之后的

自我复制更会令社会发展失去思考，失

去活力。这大概也是许多人之所以反对

“程式”的原因所在。若我们恪守初心，在

绘画创作中不脱离时代语境，按部就班

地表现我们的现实生活，或者随性而生

的情绪，或许对“程式”的看法会更加宽

容一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
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陈文璟）

朝阳区税务局走访冬奥企业 精准服务北京冬奥会
为支持筹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及其测试赛（以下简称“北京冬奥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出

台了《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公告》指出，对国际赞助计划、全球供应计

划、全球特许计划的赞助商、供应商、特许商

及其分包商等符合要求的单位免征所得

税、增值税等税种。

据悉，为更好服务北京冬奥会筹备工

作，朝阳区税务局抽调骨干组建“冬奥服务

专家小组”，分析、研判税收优惠政策效果，

走访、调研冬奥企业涉税需求，实时帮助企

业解决税收方面的具体问题。

12月10日上午，朝阳区税务局“冬奥服

务专家小组”到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调研，走访建设中的北京2022年

冬奥会场馆———国家速滑馆。调研过程中，

朝阳区税务局全面了解该企业发展基本情

况、速滑馆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涉税问

题，听取企业涉税需求，详细讲解冬奥税收

优惠政策及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现场解答

企业负责人的税收咨询，并就企业可能遇

到的常见涉税风险进行讲评，为企业提供

有力的税务支撑。同时开通涉奥企业“绿色

通道”，建立服务北京冬奥会长效机制，积极

发挥税务部门职能作用，持续为涉奥企业

提供个性化服务。

近日，艺术长沙、艺术厦门、深

圳艺术博览会等陆续落下帷幕，引

发业界关于艺博会的热议，艺博会

不断下沉到二三线城市，有人为此

欢欣鼓舞，同时也有质疑的声音涌

现，博览会市场需求真有这么大吗？

持续数天的艺术狂欢之后，与当地

文化又产生了怎样的联动？

近日，北京保利2019秋拍以33.56亿

元的总成交圆满收官，环比2019春拍增

长15.52%。据统计，本季保利秋拍诞生3

件过亿拍品、55件千万级拍品，收获5个

白手套专场。其中，李可染《万水千山图》

以2.07亿元成交，成为本季秋拍最贵中

国近现代书画。近二十年来拍场上出现

的唯一一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王蒙

《芝兰室图》手卷1.4605亿元成交。对此，

北京保利近现代书画部总经理殷华杰

表示，“市场表现比预期要好，尤其是《万

水千山图》创下了今年目前国内近现代

书画成交的最高纪录，说明有好东西，就

会有好的价格”。

古董珍玩部分共成交11.62亿元，清

乾隆御制洋彩加金镂雕团螭纹开光内

绘“时时报喜”双龙耳转心瓶，以9200万

元成交，成为全球最贵转心瓶。明宣德青

花云龙纹十棱葵瓣式洗、清乾隆粉青釉

镂空雕牡丹蕉叶如意纹长颈套瓶以

6900万元成交，并列古董珍玩成交次

席。古董珍玩部总经理李移舟认为，“重

要专场的成交率都比较高是这次拍卖

的一个特点，重器成交也很顺利。值得一

提的是，一些重要拍品的价格还有一定

的上升空间，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调动很

多新老买家的积极性，提高对中国古董

珍玩市场的参与度”。

现当代艺术夜场中，常玉晚年花

卉《聚瑞盈香》以7705万元成交，为

“常玉热”再添了一把火。此外，以

1.38亿元成交的崔如琢巨幅指墨长卷

《冷碧清秋水 秀色空绝世》领衔中国

当代水墨板块，成为北京保利本季秋

拍首件过亿作品。

北京商报记者 徐磊

李可染《万水千山图》领衔保利秋拍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