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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 由中法联合举办的《美术的诞
生，从太阳王到拿破仑》在上海博物馆开幕，
展览包括数件罗马大奖的获奖作品。 籍此展
览， 我们在此简单探讨一下罗马大奖的设立
及其对法国学院派绘画所起的推动作用。

1492 年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豪华者洛
伦佐·德·美第齐逝世， 意大利的政治罗盘失
去了指针，各邦国保持了 50 多年的和平出现
裂痕。 军力强大且长期觊觎意大利领土的法
国乘虚数次侵入意大利。 法军虽在战场上不
断胜利，但总是功亏一篑而败回法国。 法国君
王们在意大利各地因亲眼见到文艺复兴文化
与艺术的成就，反而被后者折服，尤其是法兰
西斯一世，他盛情邀请达·芬奇等艺术家们前
往法国工作， 同时还建立了法兰西公学院来
研究并普及古典文化知识。 尽管法国自 13 世
纪开始就逐渐摆脱了罗马帝国灭亡后黑暗时
代的愚昧并发展出自己的文化艺术，但 16 世
纪初的法国上层精英显然更青睐承袭古罗马
文化传统的文艺复兴艺术。 在后来的 100 多
年中， 法国年轻艺术家们在上层精英支持与
赞助下，不断到意大利学习，其中最成功的应
是普桑和西蒙·武埃，前者被尊为法兰西画派
奠基人，而后者在罗马留学多年，成功后受路
易十三诏命返回巴黎， 教育出一批可以光耀
法国艺术史的学生，他最著名的学生为夏尔·
勒布伦。

勒布伦后来又前往罗马学习四年，在返回
巴黎后他创作的《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大流士
家人的营帐》可谓是法国巴洛克绘画的杰作。
更重要的是，勒布伦于 1648 年仿照罗马与佛
罗伦萨的艺术院建立了法国王家绘画与雕塑
学院。 虽与意大利的艺术院体制相同，但法国
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建立了两项特殊机制，
一是定期公开展览其学生作品的沙龙； 二是
参照当时法国成功画家的经验设立罗马大
奖，每年经过严格考评参赛作品，评出专业第
一名，即罗马大奖得主，得奖者由国王资助 3
至 5 年，前往罗马研习艺术。

沙龙与罗马大奖的设立，激发了艺术学生
通过创作竞争来获得荣耀的雄心， 而获奖者
经过数年罗马留学， 不仅可以深入理解古罗
马与文艺复兴艺术的精髓， 同时可以和优秀
的意大利画家接触， 因此对艺术潮流与时尚
有亲身的经历与把握。

众多罗马大奖得主后来都成为法国艺术
精英， 其中包括法国最著名的洛可可风格画
家弗朗索瓦·布歇，其舞台剧式的画风柔雅妩
媚，影响波及整个欧洲。 布歇晚年意识到新艺
术潮流的到来，他指引大卫转向新古典主义，
后者获罗马大奖后， 在留学意大利期间创作
了著名的《贺拉斯兄弟之盟》，该画一改流行
的舞台剧式历史画风格， 完美诠释了刚毅质
朴的罗马古风， 成为法国第一幅在历史题材
方面超越意大利的画作。

对比勒布伦的《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大流士
家人的营帐》与大卫的《贺拉斯兄弟之盟》，虽
然都是伟大画作， 但前者是颂扬统治者在征
服后展示仁慈的、略带逢迎意味的作品；而后
者则是以歌颂公民为国出征献身的主题作
品，对了解罗马史的人来说，它同时还隐含着
国家应有公正且宽容的法律这一主题， 这无
疑是对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部
著作的艺术诠释，从广义的角度看，它也是波
旁王朝末期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具体表现。
大卫的这幅作品虽完成于路易十六末期，但
精神气质超越了旧时代， 因此人们常误以其
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画作。 的确，大卫在此画
中展现的激情与张力， 加上其刚毅质朴而又
不失华丽的风格， 被他本人及学生后来创作
的众多画作所延续， 构成了法国大革命及拿
破仑时代的主流绘画风格， 他们共同打造了
古典主义绘画最为辉煌灿烂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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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读完这段历史， 你会知道：为
何收藏这一时期欧洲的艺术品需
要高度的人文主义素养

制度催生的
伟大艺术

文 / 张羿

季涛
理学硕士，留英学者，

观察研究艺术品市场二十
多年。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
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政
法大学兼职教授， 天问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
律咨询与理论研究委员会
委员， 中国拍卖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委员， 拍卖术语
标准化起草小组组长。 曾
参与编写 《中国收藏 20
年》、《中国收藏年鉴》、《中
国拍卖二十年》等书籍。

受访嘉宾

石俊生（Jonathan�Stone）
佳士得亚洲艺术主席

庄俊
佳士得亚洲二十世纪及

当代艺术部专家
（林清清 摄）

作为建筑师的贝聿铭世人皆
知，而作为收藏家的贝聿铭，你又
了解多少？ 如何从贝聿铭夫妇的
收藏中，看出他们的收藏门道，为
自己的收藏体系借鉴把关？

羊城晚报： 作为一位建筑大
师和收藏家 ， 贝聿铭夫妇的艺术
收藏 ， 最突出的艺术价值与收藏
价值是什么？

石俊生：1960 年代，贝聿铭夫
妇已经与多位欧美现代艺术大师
成为好友。 他们不仅大力支持赵
无极等中国艺术家， 并开始收集
艺术品用以点缀他们的家。 收藏
是他们私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 而这些藏品在很大程度上显
示了，他们与 20 世纪顶尖艺术家
们之间所发生过的对话， 以及贝
聿铭在当代建筑中的审美眼光。

贝聿铭的藏品气质都是简
约、宁静而优雅的，这些藏品也和
他的建筑设计思想一脉相承。 可
以说，这批艺术珍藏，既反映了贝
聿铭夫妇和艺术家好友对于融合
东西美学传统之间的共同信念，
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贝聿铭思考建
筑语言的路径。

羊城晚报：名人私藏的释出 ，
往往会引发公众关注 ， 成为一时
热话。 此次贝聿铭夫妇私藏中，能
否 从 中 看 出 贝 聿 铭 的 艺 术 朋 友
圈 ， 以及他们的艺术交流和互相
影响 ？ 例如赵无极在贝聿铭的建
议下，进行创作方向的新尝试。 这
些艺术交流探索 ， 对藏品的价值
有多大影响？

庄俊：我们看整批藏品，从他
收藏的现代艺术、 当代艺术以及
战后艺术， 每一件作品都是有个
人审美情趣在内的。 而且能体现
出他与赵无极之间的艺术交流，
他也对赵无极提出过的影响性艺

术建议。例如赵无极在 1951 年到
1952 年画的一张小画，是贝聿铭
在 50 年代初期认识赵无极之后，
直接向赵无极购买的。

在这个作品中， 赵无极所画
的鸟的造型， 与我们上古的红山
文化玉器， 或是一些陶罐上的图
案有关联。 虽然这个作品颜色也
非常淡雅， 但这张画其实画得非
常 厚 ， 四 周 油 料 都 是 凸 出 来
的———赵无极用了非常厚的颜
料，画了一个非常透的感觉。 他在
1950 年代初做这个探索是非常
有意思的， 所以他那批作品出来
之后， 很多法国的评论家都注意
到，有一个东方人，用一种特别的
方法来画一些抽象概念。 贝聿铭也
是在 1952年看他这批作品之后，认
为非常优秀，然后跟赵无极建议说：

“你应该多看一些建筑，应该再往前
发展”。 我们在赵无极的《旧城重光》
中，也能看到这一建议的影响。

羊城晚报： 如今收藏市场上
的“标杆”、“巨头”赵无极，与贝聿
铭相识于巴黎，成为多年好友。 作
为艺术家与好友的贝聿铭 ， 他收
藏的赵无极作品有何特点？

石俊生：贝聿铭与赵无极两人
私交甚笃，1952 年赵无极在巴黎结
识贝氏伉俪， 自此他们成为毕生挚
友。他们有着共同理念，希望能够弥
合东西美学传统之间的鸿沟。 贝氏
夫妇收藏的这两件赵无极作品，是
艺术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 也与
贝聿铭本人的审美偏好紧密相关。

《27.3.70》更加抽象，艺术家
重拾在祖国所学的水墨技法，利
用明暗、 正负反差营造富戏剧性
的画面。 而《14.06.50》是赵无极
刚到欧洲的早期作品， 当时他深
受到中国传统绘画以及保罗·克
利作品的影响， 以利落明确的笔

触，同时融合了抽象及具象，以严
谨的画风描绘了优雅的雀鸟和植
物， 作品呈现了这一时期赵氏作
品中线条的重要性。

庄俊： 贝聿铭收藏的赵无极
作品， 看起来并不是大家印象最
为深刻的那些颜色， 我觉得体现
的恰恰是贝聿铭的个人收藏趣
味。 最典型的比如他挑赵无极这
幅创作于 1970 年 3 月份、近两米
的大画《27.3.70》，他是以东方审
美的观念来收藏的。

赵无极在整个 1960 年代，作
品颜色非常丰富， 都是大红、大
蓝、大黄这些非常重的颜色，这是
赵无极在 1957 年后受到美国抽
象表现主义的影响。到了 1960 年
代晚期开始有了改变。 由于需要
照顾生病的妻子， 当时赵无极内
心压抑，加上 1970 年代后赵无极
也进入不惑之年， 所以在色彩上
开始慢慢放弃 1960 年代初期那
种非常重的色彩， 而体现出中国
水墨画传统的影响。 所以你看这
张作品就特别典型， 色彩基本上
用黑色、褐色、白色为主的，意境
很像我们中国的传统书画， 像宋
画一样宁静致远，非常幽深，有海
天一色的那种感觉 。 同时 ，在
1969 年有一个世界性重要事件，
就是阿波罗 13 号登月，人类也第
一次拍到了拍到了月球和地球的
一些照片。 当时这些照片对很多
艺术家都产生很多影响。 赵无极
这张 1970 年的作品也是有一些
考证， 认为是在浩瀚的宇宙星空
下， 用黑白两色来看宇宙的这种
壮观。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作品基
本上应该是继承了赵无极 70 年
代尤其 70 年代初期大成的一幅
作品， 但贝聿铭的收藏是有自己
的审美考虑的。

各种名人私藏，为何值
钱？ 真正的值钱之处在哪
里？ 除了藏品本身的艺术魅
力， 名人收藏者的鉴赏能
力、审美情趣、品质背书，对
后续收藏者来说， 有多重
要？ 名人的收藏体系，能否
成为后续藏家的借鉴？

羊城晚报： 从最近的热
点看名人私藏释出的整体状
况，你认为，名人私藏最值得
关注的艺术价值是什么？

季涛：我认为，最重要
的还是要看艺术品本身在
艺术史、美术史上的地位与
价值。

名人释出藏品一直很
受关注，这就像名人用品也
会受关注一样， 这很正常。
对于市场来说，首先是名人
效应的附加值，无论哪个门
类的名人， 都会有自己的

“粉丝”，这部分就是名人价
值的附加值。 对于收藏来
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质
量、来源的背书问题。 如果
这位名人与艺术家关系紧
密， 互相有很多交往的印
证， 那么相当于流传有序，
品质也比较有保证。

但必须提醒的是，在确
定一件藏品的收藏价值时，

最容易受公众关注的名人
品味和个人兴趣爱好，我认
为应该是相对次要的。 艺术
品本身的好坏， 在艺术史、
美术史上的价值与地位，才
应该是收藏时应该主要衡
量的价值。 如果不是成体系
的大收藏家，一般的名人收
藏，往往会呈现更多的被动
性和个人偏好，但这些个人
趣味，与后续藏家的收藏体
系是否符合？ 是入藏时要考
虑的问题。

羊城晚报：贝聿铭夫妇
中西学养丰富 ，可否从贝氏
夫妇收藏中 ， 看出他们的
艺 术 收 藏 喜 好 和 收 藏 体
系 ？ 这样的收藏体系与偏
好 ，对于当代藏家 ，有何可
供借鉴之处 ？

季涛：贝聿铭是建筑大
师，他的收藏肯定与他的审
美情趣、与他建筑设计的美
学观点相一致，这是可供借
鉴之处。 贝聿铭夫妇是觉得
这件收藏品挂在自己家里，
能带来美的享受，其实当时
很多收藏家是本着这个理
念来收藏的，而我也特别赞
同这种收藏方式。

你在买的时候 ， 就要
知道你是否愿意把它挂在

家里。 如果只是因为这件
东西能够投资、赚钱，你根
本就不想看到它， 只是把
它放在仓库里等待升值 ，
那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
的收藏方式。

庄俊： 我们看这批收
藏，都反映了贝聿铭的个人
审美和收藏趣味。 他收藏赵
无极，并不是要收藏非常壮
烈或者激情的，而是以东方
审美的观念来收藏的。 比如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透”，或
者一种内心澎湃却用最少
颜色去表现的观念。 同样
的，他对“留法三剑客中”吴
冠中的收藏也类似。 这幅
《海滨》是吴冠中 1976 年的
作品， 色彩也是非常淡雅，
但画中每一个笔触都是非
常抽象的。 如果我们凑近了
看，每一棵树，包括像海滩
上的岩石的画法，以及后面
帆船的画法，将无数个抽象
的点去组成一幅具象作品，
这也是非常难的。 所以很有
意思，贝聿铭收藏的不同大
师的作品，色调都是出自东
方的美学情趣，但是所用表
现手法各不相同。 可见，贝
聿铭的收藏是融合了他自
己的美学观与艺术观的。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秦仲维

图 / 佳士得供图（另署名外）

【热点】强势围观！
贝聿铭夫妇的“艺术朋友圈”壹

【剖析】名人私藏
真正的值钱之处在哪里？贰

名人私藏展现出的“朋
友圈”、审美观、收藏观，如何
为你的收藏把关？ 名人“背
书”的溢价有多少？名人私藏
释出的市场号召力、 行情特
点，以及收藏有何需要注意？

羊城晚报： 有故事 ，有
话题 ，有知名度 ，名人私藏
专场与一般的主题专场相
比 ，在市场号召力上 ，会否
有明显的优势？ 市场反应有
何特点？

季涛： 与一般藏品相
比，名家的收藏，往往更受
欢迎，成交率更好，这很常
见。流传有序，名家背书，这
些都是原因。 尤其若本身是
收藏界名人， 像王世襄、安
思远这种大收藏家就不用
提了，每次释出都会引发收
藏界轰动。 像天民楼藏瓷，
在今年 3 月的嘉德四季迎
春拍卖会上拍， 虽是小拍，
但也反应热烈，斩获“白手
套”，大多高溢价成交。

还有一种行话里叫“上
款专场”的情况，由于赠予
某位名人时落了上款，这相
当于是来源可靠的一个证
据，会受到欢迎。 而且往往
这样的名人家族，后人可能
只是在整理老人资料时，交
给专业人士批量处理，并不
见得对钱特别在意，这种情
况下可能底价设置也比较
低， 所以拍卖场上的情形，
也会比较火爆。

但是在评估这类藏品
的艺术价值时， 就要更冷
静。 艺术家与名人之间交往
的故事， 大家会津津乐道，
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这种交
流，有没有对艺术史、美术
史， 或是对这位艺术家创
作， 起决定性影响力的价
值。 就像名人信札，为什么
这几年这么热，不是只因为
名人间来往，而是要看这封
信里写的内容，有没有文献
价值历史意义，这才是它真

正的价值所在。
羊城晚报：对于名人私

藏释出 ，买家入手有何要注
意之处？

季涛：一般来说，首先
是考察名人私藏的来源，是
否足够可靠。 其次，是理性
与感性的平衡，这件名人私
藏与你的收藏体系是否一
致， 是否能够补缺品种，理
性入手。 还有一个小问题，
对于名人收藏的释出，他的
公众知名度、美誉度，都要
考虑在内。

技术层面，对买家来说，
名家释出专场并不一定要全
部成批收藏。 因为每个收藏
家应该有自己的体系， 最好
是各取所需， 否则别人一件
也抢不到，有可能要“疯掉”。
拍卖场有一定的竞争性和偶
然性，作为买家，如果被别人
知道了自己某种志在必得的
竞拍意向， 很可能反而要付
出过高的代价。

【市场】藏家入手
如何把关？叁

作为收藏家的贝聿铭，你认识吗？名人“朋友
圈”的与审美观、收藏观，有什么不同特色？ 能否
为你的收藏借鉴与把关？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相
关专家，从学界理论与市场角度，为你一一分析。

贝聿铭夫妇的
“艺术朋友圈”值多少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贝聿铭私藏释出 如何看“名人私藏”背后门道

作者简介：数学家 ，逻辑
学家 ，艺术史学家与法国古代
钟表专家

贝聿铭夫妇

大卫的《贺拉斯兄弟之盟》
油画 1784 年，现陈列于卢浮宫博物馆

勒布伦的《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大流士家人的营帐》
油画 1660-1661 年 ，现陈列于凡尔赛宫博物馆

赵无极重要作品《27.3.70》

刚刚溢价
拍 出 的 巴 内
特·纽曼 《无题
4，1950》

名人“朋友圈”的与审美观、
收藏观，有什么不同特色？能否为
你的收藏借鉴与把关？

2019 年 5 月 16 日， 享誉世
界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逝世，
享年 102 岁。

4 个月之后，2019 年 11 月及
12 月，贝聿铭与妻子卢爱玲的艺
术收藏，将通过佳士得在纽约、香
港和巴黎进行拍卖。 拍品包括二
人收藏的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战
后及当代艺术、 亚洲二十世纪艺
术、 中国书画及紫砂文房等丰富
门类，涵盖巴内特·纽曼、赵无极、
吴冠中、尚·杜布菲、亨利·摩尔以
及李可染、 张大千等艺术巨匠之
作。 整批珍藏总估价预计超过
2500� 万美元。 其中将于 11� 月下
旬在佳士得香港上拍的部分精
品，日前来到广州进行预展，吸引
了华南地区众多藏家前往观摩，
成为一时热话。

11 月 14 日，最新一则来自拍
卖行一线的消息， 由贝聿铭收藏
的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
man）《无题 4，1950》， 估价 800
万美元，最终拍出超过 1000 万美
元（10490000 美元 ）。 这件刚刚在
纽约拍出的过千万藏品， 展现出
名人收藏释出的溢价可能性。

一直以来，名人私藏的释出，
总是能得到比普通藏品更高的关
注度，更好的成交结果，获得“白

手套”（专场拍卖成交率 100%）的
更高可能性。 例如权威国际亚洲
艺术古董商兼收藏家安思远去世
后，2015 年纽约佳士得举行的

“安思远珍藏”系列拍卖，轰动业
界，为期五天的六场线下拍卖会，
皆斩获“白手套”，以总成交额高
达 131660188 美元 （约合人民币
8.16 亿元）圆满结束。

即便非收藏界名人，特定的名
人效应也会呈现高溢价。 名人效应
的“溢价”，会呈现在各个不同的门
类上。 例如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
勒2011年的“伊丽莎白·泰勒珍藏：
传奇珠宝”专场中，也斩获“白手
套”， 且目前还保持着珠宝私人珍
藏拍卖成交第一名的成绩。 其中一
枚宝格丽设计的祖母绿及钻石吊
坠兼胸针，泰勒在1964年的婚礼上
佩戴过， 在此场拍卖中以6130500
美元成交， 至今保持着单颗祖母绿
珠宝的最高成交价纪录。

专家表示， 名人私藏释出，引
发关注是正常现象。 毕竟名人效应
与专业背书，相当于对藏品的流传
有序、质量整齐有一定的保证。 但
作为普通藏家， 如何从新闻热点
中， 找到名人收藏中的价值所在？
如何从名人私藏中学习借鉴，丰富
自己的收藏体系呢？ 如何让名人的
朋友圈与审美观， 为你的收藏把
关？ 也许，这才是藏家从新闻热点
中看热闹之余，看出门道的收获。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七十周年， 香港书法家协会
国庆前在广州图书馆举办书法
展， 参展的有 47位爱国书法
家，作品达160件。

作为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和
参展者，为增强视觉效果，我在
展厅入口形象墙两则挂了我写
的两幅 4 米多长、1 米宽的巨
型草书：“爱我祖国”，“爱我山
河”。 很多人都觉得效果很好，

然而最大的遗憾是有些人不认
识草书的“爱”字和“我”。 可见
草书之难，没学过草书的人，很
难看得懂草书， 没有练过草书
的人，要写草书也很难。

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
意为匆忙之际，来不及写草书。
这是因为草书有严格的规范，
并非写得快， 写得潦草就叫草
书， 更非急速可以写得好的。
草书形成之后， 渐趋符号化，

不少偏旁部首用符号表示，有
些所用符号完全相同；有些字
草书的结字与行书、楷书完全
不同，简直可说相去万里；有些

字的草书极为相似， 只差一笔
之长短，一不小心就写错了；明
韩道亨的《草诀白韵歌》说写三
点水“有点方为水， 空挑即是
言” 指没有一点的空挑即为言
字边。所以学草书要字字学，不
然就容易写错，也全然不懂。练
书法练几十年， 若只学过篆、
隶、行、楷，没学过草书也是写
不出来的。

草书的笔法不同隶、 楷、
行， 或如张芝怀素， 使转若太
极，圈圈连环相接，或如张瑞图
左冲右突，之折连绵。草书极度

讲章法，一幅字如一幅画，非字
字成行，有时乱石成阶，疏可跑
马，密不藏针。除笔法、字法、章
法，还要考虑墨法。 所以，落笔
前要预先构思好，何处轻，何处
重；何处虚，何处实；何处疏，何
处密；何处方，何处圆；何处徐，
何处疾；何处枯，何处润，何处
浓，何处淡等等。真的是匆匆忙
忙写不好草书。

草书是所有书体当中艺术
性最高的书体， 也是最难写得
好的书体， 故古人云： 草圣最
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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