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天地 历史长河 哲学思想 国乐飘香 书法艺术 中国美术 茶道茶艺 拙风论坛 拙风博客 聊天室

   搜索

 搜索拙风  搜索网络nmlkji nmlkj

杂谈中国油画作品交易

作者：徐唯辛  来源：人民政协报

   编者按 我国著名中青年油画家、人民大学教授徐唯辛先生，以他画家的身份讲述中国艺

术品市场近年来的变化，视角新颖，读来生动有趣，无疑为我们了解当今艺术和市场的发展，

提供了十分真实的素材。本刊将分三期发表，以飨读者。  

    很少听说画家在公开场合谈作品收藏的，也许是没有机会吧。我的作品参展、获

奖、发表、拍卖和出售的经历见证了从零开始飞速发展的中国油画市场日渐成熟的过

程，这方面我感想不少。  

    1987年，我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院）研究生的毕业创作《馕房》在首届中国油

画展获得优秀奖。这是我的第一次获奖，预示着我在画坛的起步。也就在那个展览上，

美国石油富商郝夫纳买了一批作品，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和中国的首次油画展览一样

在圈子里引起了轰动。因为这算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有规模的国际层面的油画作品

交易。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都是闻所未闻的。原因有几个：首先，作品的收藏和财富

有最大的关系。当时根本没有象样的经济生活，也没有产生富裕阶层，人们对艺术品的

消费几乎没有需求。其次，中国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国外的资金没有机会流入到中国

的社会，更别说流向中国的艺术品了。当然也有少数国内精英出于热爱艺术，有一定的

收藏活动，所以中国少量的绘画作品交易还是存在的。比如我就听说过某某在文革前何

时何地买了齐白石的画，不过区区几百元，后来涨到多少万的故事。还有当时的荣宝斋

几乎没有中断过绘画作品的出售，不过那些都是少量的、没有形成规模的，“收藏”这

个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为社会所熟悉。  

    对商业和收藏懵懂无知的我并不知道由于郝夫那画廊的这次买卖，1987年成为中国

油画开始进入市场的元年。虽然我在这样重要的展览获了大奖，这个富有的美国人在他

的交易名单里并没有我的画。不过也就是那段时间的某一天浙江美院的外办主任郑胜

天，带来了美国一基金会的老外，要买我的获奖作品，但要的却是复制品。我很困惑，

不明白为什么不买原作。有趣的是他们不仅预付了一笔画款，还带来了进口的名牌画布

和颜料，还说明必须  

    使用这些材料来复制。我猜想他们在展览上看了我的原作，发现竟然用的是劣质画

布（做学生无钱买好布），还有一原因可能是获奖作品并不能马上到手，要做长时间的

国外巡回展。后来我临摹了一幅与原作不同尺寸的东西交了差，算是我生平第一次用画

换了钱。  

    不久，这一切就被我淡忘了，再也没有把它当回事。我认为这不过是个个别事件而

已，心态完全回到了过去。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拿到了硕士学位，被分配到南国的一所

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走之前打点行装，除了书，就是研究生期间的一批习作和几幅小

尺寸的创作，我对这些画并不满意，嫌拆下来麻烦，就挑了少量顺眼的，把大部分丢弃

在教室，扬长而去。这段插曲使我的朋友经常为这些丢弃的油画唏嘘不已，可我并不后

悔，尽管我现在的作品有人买，也不便宜。我一贯认为绘画的过程才是重要的，是享

受，是学习绘画全部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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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到了1990年，正值大陆对台湾的开放。不知台湾的哪位人士最先发现了优秀的

大陆油画家庞大群体，对于台湾的画廊业来说，大陆的油画作品完全是个从来没有人来

开采过的金矿，物美价廉。这使得台湾的画商蜂拥大陆买油画。台湾的经济相对发达，

生活水平高出大陆许多，对艺术品的需求也大许多，但艺术教育却远不及大陆的规模和

水平，特别是在写实技术方面更是如此。所以，一夜之间，台湾就冒出许多新的画店画

廊，操着闽南口音普通话的台湾人横扫了大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各个美术学院和画

院。我相信目前中国所有的中青年画家的画室都被他们打探过，被以各种价格收购过作

品的也不在少数。当时我供职的美术学院，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台湾画商来来往往，十

分热闹，就是我的画室先后不下十拨。就这样，平静的艺术殿堂被金钱给搅乱了，由单

纯的画家和老练的画商上演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悲喜剧。  

    我印象中当时的交易方式五花八门。最直接的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虽然价格被

压低，但是总是可以兑现。还有一种叫寄售的方法。先付给画家一点钱，就拿走大批作

品，在台湾卖出以后再结账。这个方式的合作也有不少我认识的画家上了当，画廊拖欠

画款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当时的对外开放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只有人家随便来大

陆，我们过去比登天还难，所以你根本找不着人。  

    当然也有诚恳的画廊，采用成熟市场的惯例，与画家签约，在合同内注明是此画家

某地区的代理或总代理，规定画家的作品只能由签约的画廊销售，不能再卖给别人，而

画廊按年以合适的价格收购画家规定数量的作品，或者全部买断。画家可以专心作画，

收入稳定丰厚，这也许对画家是最好的合作方式。但是这样的方式得有几个条件才能持

续：一方面，画廊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急于赚快钱，开始的几年一直在投入，赚钱

在将来。往往这样的画廊后面有热爱艺术的大商人大企业支持，或者本身就是企业的一

个部门。另一方面，画家也要守约，而且保证不断创作出有质量而且符合市场需要的作

品。这样的例子虽然不多，但的确是有的。不过有许多的合作都不欢而散，其中有画廊

遇到经济危机倒闭转行等先毁约的（最近还听说香港一个代理内地多个画家的著名画廊

的老板在东南亚遭遇不测，于是画廊的前景和代理画家的命运都面对着变化。这虽然是

个偶然，但多少可以看出画家和画廊的合作总是在变动中的）；也有画家不守约，遇见

出高价者，私下也悄悄出售作品的情况发生。这里面存在一个重要的法制文化问题，而

两岸发展不同步，大陆目前几乎没有重契约的文化。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大陆画廊业的发

展。目前中国拍卖业的火爆，其实不是很正常，因为没有好地方买卖绘画作品，拍卖行

替代了画廊的角色。  

    上世纪的90年代初，在这个与台湾画商买卖的潮流里，在商业上“幼稚”的我也没

有“幸免”，被台北一家画廊相中，画商的条件是出版我的个人画册、在台北做个人展

览，于是拿走了许多作品，也预付了部分画款。在这个交易前后的3年当中，我最大的收

获不是金钱，而是作为一个画家面对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方面，有了许多的感悟。在

这个基础上，我才逐渐成熟起来，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走上了自以为正确的道路。 

    油画创作周期长，许多油画创作都有数年的历程。那幅著名的《蒙娜丽莎》，虽然

仅是一幅肖像，也费时四年。在12月10日开幕的第十届全国美展获奖作品展上，那幅表

现日本受降内容的大型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220cm×

600cm），据说前后经历了十年。笔者的大型油画作品《酸雨》(220cm×340cm)（第九届

全国美展铜奖）是在节假日都不休息的情况下创作了整整两年。笔者的另一幅油画《圣

地拉萨》也经历两年才创作完成。  

    油画的创作技巧也比较复杂。因为油画的发明伴随着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科学

和理性始终围绕其前后。这个画种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透视、解剖、光学色彩学等方



 

面都硕果累累，所以油画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品的质感和空间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最

近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法国印象派画展中，有一幅德加（EdgarDegas）的小肖像，大约

只有二十几公分大小，画面上是一黑衣女子的头像，画家的技术高超，用笔张驰得体，

空间感和皮肤质感都十分迷人，加上是反复制作，丰富微妙的色彩变化和恰到好处的造

型使这幅作品产生了动人心魄的魅力。  

    以上说的都是油画在材料技术上的一些特点。不过，决定油画价格最重要的因素还

是在以下层面：第一，画家或作品在美术史的地位对其价格有最直接的影响。这次来北

京的法国印象派画家所有的作品都价值连城，其中的代表人物如莫奈和雷诺阿的作品价

格更是惊人。中国的油画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在2003年夏嘉德拍出的大幅油画《赶火

车》，成交价是363万元人民币，这个价格在当代中年油画家里算是天价了。虽然作者的

名气并不是如雷贯耳，但这幅作品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与早先盛行的歌

功颂德的伪现实主义相比，体现了艺术家的真诚。这幅作品出现在四川画派的活跃期，

在当时这个画派产生了如《父亲》、《68年某月某日雪》这样的重要作品，在乡土写实

主义年代里对中国文化界有比较大的影响。因此被美术史重重写了一笔。假如把《父

亲》这样的作品拿到时下的市场上拍卖，价格恐怕更是难以想象的高。  

    第二，作品在主流的大展上是不是获得奖项，也可以作为判断其价格的重要指标。

虽然有部分作者是昙花一现，但是大部分获奖者的确是在艺术上有真本事。中国人口众

多，各地的美术院校每年都源源不断地培养油画人才，多年累计下来，中国油画家的绝

对数量是很惊人的，而重要的美术大展因展场和展线的限制，可以入选的作品数量十分

有限。每次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参加初选的油画作品有近万件，可以展出的也就是三百

件左右，获奖更是凤毛麟角。于是有些画家因为一次重要的获奖而奠定了在美术界的地

位，也带动了此画家其他作品的升值。不过，许多获得大奖的作品都被中国美术馆优先

以象征性的微薄价格收藏，尤其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荣誉，

典型的例子就是《父亲》了。最近听说中国美术馆斥资六百万要收藏十届美展的全部获

奖作品，虽然这个数目并不是很大，尤其是以获奖作品的数量平均计算更是如此，但也

算是历年来官方最大的动作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富裕，作为投资，国内外

机构和私人早已经开始大举收购，即便是荣誉，如果没有合适的能够体现艺术品价值和

艺术家劳动价值的价格，也越来越不能吸引画家把优秀油画作品出售给国家美术馆了。  

    最近十多年，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作品的展览发表的路径开始多样化，有一部分

风格另类的画家，作品参加了国外的展览，部分作品也被国内外的机构和个人收藏。这

个现象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笔者不敢妄言，但肯定地说，这是个好现象。一方面对主

流文化是个促进，搅动了平静的格局，使中国艺术创作的面貌更加丰富多样，有利于文

化的发展。不过与国内主流文化和市场相比，规模上还是比较小。应该看到，这些艺术

家基本上是职业画家，生存是头等大事，因此，作品的风格和内容一味迎合国外的基金

会和收藏界的口味，许多作品仅是自己旧作的复制，缺乏新意。  

    第三，油画作品不能甜俗，即使是小品也应该典雅大方，朴实无华，这样才有长久

的收藏价值。但是中国油画市场目前在这一点上并不尽人意。国内艺术家和收藏家水平

参差不齐。一方面，许多收藏家是第一代富起来的人，教育水平有限，附庸风雅，人云

亦云，买画专挑庸俗不堪的作品。因为有如此的需求，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画家就迎合这

些人的口味，生产出大量低俗甜美的垃圾作品，例如骚首弄姿的古装仕女和格调低下的

裸女。甚至有些曾经创作过优秀作品的名画家，在市场高价的诱惑下，不仅多年不能再

创作出原创性的优秀作品，反而不断产生令人失望的“坏画”。这样的现象于市场来说

是正常的，但是对于文化的建设来说却是个大问题，因为有责任的艺术家对于提高社会

的审美品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垃圾作品由于画家的名气和娴熟的技术，加上品位低俗藏家的需要，在市场

   



上相当受到追捧，而且价格不菲。但正如上文所述，最有价值的作品除了技术和画家的

历史地位以外，作品的原创性和品位是最为重要的指标。内涵深刻的原创性严肃艺术作

品才真正具有升值潜力。  

    油画在100多年前由李铁夫等画家传入中国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新中

国以来，美术院校在油画学科上的系统教学体系，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油画家，也产生了

许多动人和不朽的作品。尽管近年来被以种种理由所诟病，但不能否认中国油画的主流

对于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起到的巨大作用。而且由于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的本质依

然是后农业社会———见作者《具像绘画在中国的生命力》一文）发展的制约，今后相

当长时间内，写实风格的油画将依然是中国艺术品市场上最重要、最常见的形式。由于

写实风格的油画需要画家长期的艰苦训练，除了在造型的坚实、色彩的丰富、构图的独

到以外，同时还要有很深的学养，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心态。同时写实风格的作品也最容

易被收藏家所判断和把握，因此是市场的主角。  

    目前国内画坛上活跃的一批为数不多的优秀写实画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

以来头几拨美术院校的精英。因为当时社会的特殊发展阶段，许多人都是在动荡中开始

了绘画的生涯，这批画家狂热喜欢绘画，虽然生活艰辛，极为刻苦，但时间充足。因此

他们在考入大学前就已经在绘画技术上有了比较高的造诣，生活的严酷也造就了这批画

家思想的深邃。目前这批画家已到中年，修养和技术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新一代

的画家，由于大学越来越繁重的文化课占用了他们不少精力，加上当代社会的种种诱

惑，所以用在基本功的训练时间少之又少，而具像绘画技术的掌握，时间是最重要的保

证。因此新生代的画家中少有在写实技术上的佼佼者。 

    目前国内有些画种由于材料比较简单极易仿制，加上名家字画供不应求，市场上出

现了大量的赝品，造的假画可以乱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上述现象并没有在油画作品市场上出现，我作为一个油画家可以欣慰地说：油画极

少有赝品。这正是油画另一个能够保值升值的重要原因。详细分析有以下因素：  

    首先是技术复杂，难度大。学油画要先习数年素描，先掌握造型要点，在理论的理

解之上，还要反复练习，以求手的熟练、有一定的素描基础之后，再进行色彩的练习。

诸如颜色的调配、补色关系、如何与素描的结合等，都是必修课题。另外还有人体解剖

和透视学，也是必须掌握的技术。美术学院本科四年和三年研究生的课程大都是这些内

容。完全掌握了这些技术，还远不能算个合格的油画家，一幅优秀的作品除了前面所说

的复杂技术以外，还要有使人感动的艺术内涵，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往往只有极少数

的人依靠悟性、修养和刻苦的训练渐渐体会到这其中真意。一位画家若没有多年的功

力，很难把一幅油画画得感人。虽说历年来美术学院毕业了为数不少的专业油画人才，

但只有小部分有望成为优秀的画家。这样复杂的教学系统培养出来的油画家，一般不屑

于去复制别人的作品。  

    其次，油画颜料可以层层覆盖和不断修改。一般的作品都不会只画一层就完事。画

面气氛的渲染和体积空间的塑造需要多次完成。由于色层的重叠、颜料的透明与半透

明、厚与薄的交互作用，使画面十分丰富微妙，加上创作时的许多偶然性，效果形成的

原因很复杂，个别情况下，连画家也弄不清是怎么形成的，即便自己是照着自己的原作

一笔一笔地描，也无法完全复制自己的作品。如果有人真能造假达到行家都难以辨认的

水平，那他也没有必要去造假而是去画自己的作品打天下了。  

    另外，中国油画发展历史只有一百年，十分年轻，最为发达也不过是最近二十年，

因为建国以来美术学院系统培养的一批优秀的油画人才，基本上是目前活跃在中国画坛

上的中坚力量。这些画家的作品是艺术市场上的主要“货源”，而他们的年纪大都在四



五十岁。买家如果怀疑作品有假，可直接找到画家本人鉴定。赝品没有市场，油画的造

假便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是因为某个当代画家作品价格不菲，地摊上出现其低劣的复制

品，但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不会当真，更不要说堂而皇之在拍卖会上露面了。笔者

前些年曾在广州对外商品交易会上见过这样的情景，在众多出售工艺品的摊位上，挂着

仿陈逸飞美人作品的假画，标价数千元人民币。甚至有罗中立的《父亲》（中国美术馆

藏）也大大小小地分别挂在几个摊位上，构成一道荒诞的风景线。本人的《酥油茶馆》

（1996年中国嘉德拍出）的复制品也郝然挂在墙上。  

    在荣宝斋，我亲眼见过有一些木版水印仿制的名家字画，非常逼真，但会标注是仿

制，而且价格也很低。这类东西充其量叫做印刷品，要追究也只是版权问题。在地摊上

买名家油画复制品的人，没有人不清楚这是假的。这些仿制品和在拍卖会上以真品名义

露面的假画性质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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