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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11月，一连串与影像相关的展览活动，悄悄搅
动着看似平静的国内影像收藏市场。

第七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近日亮相上海，国
内外 50 余家参展画廊、机构与出版商会集一堂，
致力于进一步挖掘、支持和提升来自中国影像艺术
界的本土力量，展示其创造力的广度和多样性，多场
主题展览和活动拓展了公众对影像艺术的了解和收
藏热情。

而在北京，由中央美院美术馆主办的“重要的不
是摄影：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纪程”展览刚刚落下帷
幕，准备巡回到厦门“2021 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
季”展出。据主办方介绍，“重要的不是摄影”，并不
是对摄影的否定，恰恰相反，它是以摄影越来越重要
和普及为前提，不断引发后来者去接力，并立足当
下，对何谓“重要”展开讨论与思考。

时间回到2006年。这一年，中国影像艺术品拍
卖市场的帷幕随着华辰影像艺术专场开拍而徐徐拉
开。十多年来，中国的影像艺术品已成为完整并独
立的收藏门类，并形成老照片、纪实摄影和当代影像
艺术三大板块，受到越来越多的藏家、投资人的关
注。然而，相比其它收藏门类，影像收藏在国内发展
相对缓慢。这不禁令人发出疑问：在社交媒体时代，
影像艺术的发展之路将通往何方？影像收藏能否迎
来迟来的春天？

“重要的不是摄影：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纪程”展
览的策展人、中央美院美术馆研究员蔡萌认为，大众
对当代影像艺术的认知水平，仍需要不断提升。在
他看来，近两年影像艺术收藏渐见起色，随着中国当
代摄影界的中青年摄影师越来越活跃，以及年轻一
代藏家的涌现和社会诚信机制的逐渐完善，中国影
像艺术收藏开始本土化，并成为一个新的收藏方向。

蔡萌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馆研究员、影像艺术中
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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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受访者提供

羊城晚报记者：摄影作为一
个艺术门类，在社交媒体时代首
当其冲地遭遇了危机与挑战，是
否会对影像艺术的发展和影像收
藏带来新的时代烙印或更多不确
定性？

蔡萌：从1839年法国人宣布
发明摄影以来，无论是它在广泛意
义上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息息相关，
还是在精英范畴与艺术的紧密关

系，经过整整180年的发展，摄影
为人类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技术与
视觉革命。如果说，今天作为视觉
艺术创作的精英摄影似乎正在失
去创新的动力而即将“寿终正寝”
的话；那么，在如此庞大且错综复
杂的历史与现实关系中，我们处在
怎样的语境中重新思考摄影，就变
得尤为重要了。

为 此 我 曾 以“ 摄 影 终 结
了？——社交媒体时代的摄影危
机与挑战”为题，专门撰文论述这
一问题。在我看来，摄影在将来
可能不再是摄影原来的样子，不
再以纸质的或平面的形式呈现，
而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摄影思维
与观念，并生长出全新样貌的

“摄影”。
摄影目前处于一种混沌状

态，未来的出路，我认为需把摄影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转换”出来才
有可能获得大的突破。用摄影的
思维“转换”出的作品不一定是照

片、影像，或许是个装置、新媒
体，我们可用各种材料、各种媒
介、各种形态去表达。例如：当代
艺术家徐冰，就在其几乎所有作
品中注入了版画的思维方式；像
王宁德、陈哲、苏杰浩、陈萧伊等
中国当代摄影师，都在尝试作出
探索，突破以照片为载体的固有
影像模式。在“第三届北京国际
摄影双年展”上，摄影师理查德·
莫 斯（Richard Mosse）在 中 央
美院美术馆展出的多频道影像
装置作品，就曾给了我不少启
发，引人思考未来的摄影世界将
是怎样的。

羊城晚报记者：目前国内影
像收藏的现状如何？影像作品
的大众认知度、市场活跃度近年
是否有所提高？中国影像收藏
的观念从萌发开始，经过了十多
年的发展，社会大众对影像收藏
的观念产生了什么变化？

蔡萌：影像收藏在国内起步
较晚。2006 年，华辰影像艺术
专场拍卖启动了国内的影像收
藏市场，但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多年来国内的影像收藏实际是
偏重老照片的收藏，如满清、民
国时期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
大部分为国外摄影师所拍，多带
有猎奇眼光、殖民视角，是对当
时社会的一种图像采集，这些照
片带到西方去，满足了彼时西方
人对东方古老神奇国度的某种
想象。或者换个角度看，他们更
像是发生在中国的西方摄影史
的一段小插曲。我们不能否认，
老照片中也有一部分艺术成就
较高的作品，但总的来说，老照
片收藏在影像收藏中算是入门，
国内的影像收藏市场离健全成
熟尚有较大的差距。

近两年，当代影像作品的市
场有了起色，诸如一些画廊博览
会和摄影节的努力等，对国内影
像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不少活
跃在中国当代摄影界的中青年
摄影师的作品交易量也得到了
提升。

随着一些当代西方摄影师
的摄影作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
成交价屡创新高，动辄上百万
乃至几百万美元，近年国内一
些高端私人藏家也开始在海外
收藏摄影原作，但大众对这类
作品的认知度并不高。2019年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推出摄影
作品大展“文明：当代生活启示
录”，集中呈现来自世界各地
120 多 位 摄 影 艺 术 家 创 作 的
250余幅摄影原作，展览规格相
当高；今年 5 月，北京红砖美术
馆举办的“图像超市”展览，也
深入探讨了图像的意义，但这些
展览的影响力仍局限在摄影界、
学术界，离“火出圈”还有一段距
离，大众对当代影像艺术的理解
能力和认知水平，还需要不断积
累与提升。

贰国内影像收藏市场有待成熟

羊城晚报记者：与很多艺
术品的唯一性不同，影像被认
为 是 可 复 制 的 ，您 认 为 影 像

“原作”的概念是什么？摄影
“原作”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蔡萌：在此探讨影像“原
作”的含义，前提是要认识到
影像是一门艺术，摄影“原作”
的核心价值是影像作为艺术
品的价值。

关于影像“原作”复制的
问题，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
却反映出一种旧观念，证明
大众对摄影的理解和见识还
需要进一步启蒙与提高。每
张照片都有唯一性，即便是
同一底片，由于在暗房冲洗
的时间、温度不同，呈现出的
效果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在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摄影
界，早有共识。在传统意义
上的现代主义摄影领域，爱
德华·韦斯顿是作品数量众
多的摄影大师之一，而他一

生中冲洗照片的数量也仅有
3500 多张，他用自己的生命
为作品作了一个限量。一般
而言，由摄影师亲自制作或
授权制作的摄影作品都可被
称为“原作”。

进入数码时代，影像可
以通过打印而成，或通过光
盘、硬盘这类载体来收藏。
这时候艺术家往往汲取了版
画的经验，在作品上作编号、
作限量，有时候限几个版，也
有几十甚至上百个版。以前
国内影像收藏市场一直不温
不火，核心原因在于社会诚
信度不足，收藏者对于这种
艺术“限量”版显得信心不
够，故此建立摄影“原作”的
核心价值，还要从建立契约
精神开始。

总而言之，照片虽然可以
被复制，但又不可被完全复
制，也有唯一性和稀缺性。否
则凭什么被卖得那么贵呢？

●1971 年，苏富比在英国伦
敦举行首场摄影专场拍卖会，确
认了摄影作品的投资价值，随之
各大拍卖行纷纷效仿。

●1984年是摄影作品市场的
话题之年。美国的保罗·盖蒂博
物馆以2200万美元大手笔购入了
1.8万张摄影作品，作为博物馆的
永久馆藏。同年，著名摄影家安
塞尔·亚当斯离世，这让艺术品级
的高端摄影作品一时洛阳纸贵。

●2003 年，在中国嘉得秋季
拍卖会上，两张上海外滩景色的
全景照片估价 1000 元，最终以
14.8万元成交。

●2006年，华辰影像艺术专
场拍卖正式启动中国影像艺术品
收藏市场，专场成交额245.6万元
人民币，成交率为61%。深入人心
的希望工程形象照片《大眼睛》，

在此次拍卖中以30.8万元成交。
●2007 年，伦敦苏富比以

334.6 万美元的成交价拍出了摄
影大师安德瑞斯·戈斯基的作品
《99美分Ⅱ》，刷新了当时摄影艺
术品的新纪录，之前纪录的保持
者是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
于 1904 年摄于长岛的《池塘月
光》，成交价格为292.8万美元。

●2011 年，德国著名摄影师
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在1999年
拍摄的作品莱茵河 2 号以超过
430 万美元价格被拍卖，成为有
史以来最贵的摄影作品。

●2011 年，著名收藏家靳宏
伟的“原作100：二十世纪西方摄
影大师作品中国巡回展”在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为中国公
众打开欣赏和认识西方摄影传
统的新视野。

行家说

萨尔加多摄影原作现身广州，引发话题：

你离摄影原作收藏有多远？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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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世亮
广州营梓画廊创始人

广州越秀的大沙头，历来
就是摄影及音响器材的汇集
之地，也是影友们淘购器材及
交流摄影的一片乐土。而最
近令广州摄影圈热议的话题，
便是玛格南图片社著名摄影
大师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摄
影原作展首次抵临广州，在盛
贤摄影城新开的营梓画廊开
展，令广大萨迷和资深影友们
大呼震撼。

纪实摄影家塞巴斯提奥·
萨尔加多称得上是世界摄影界
的一个传奇，也是全球唯一两
次获得徕卡的奥斯卡巴纳克奖
项的摄影大师。

萨尔加多曾说：“用信念去
摄影，是我生活的准则。”在几
十年职业生涯中，他前往 100
多个国家旅行和摄影，以对无
家可归者、工人和经济移民的
深刻记录而著称。

这次萨尔加多摄影原作展
由营梓画廊与五月公园画廊联
袂举办，将展出至本月 30 日。
展品包含《创世纪》《劳动者》
《别样的美洲》等系列，还有许
多平时鲜少在中国公开展出的
精美原作，共计26幅。值得一
提的是，本次展品由法国塞巴
斯提奥·萨尔加多工作室原版
精细制作，全部为欧洲原版，作
品采用明胶银盐工艺，完美呈
现萨氏经典。

影像原作收藏：
能否迎来迟到的春天？

中外影像艺术品拍卖收藏小档案

“重要的不是摄影：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纪程”展览现场

壹 未来或会生长出全新样貌的“摄影” 叁 照片也有唯一性和稀缺性

肆 从兴趣出发构建收藏，
本土化成为新的收藏方向

羊城晚报记者：早在 2011
年，由您策展的著名收藏家靳
宏伟的“原作 100：二十世纪西
方 摄 影 大 师 作 品 中 国 巡 回
展”，首次在国内集中展示西
方摄影经典的原作，曾轰动中
国摄影界。您认为靳宏伟先
生的收藏理念能带给新藏家
和摄影爱好者们怎样的启示？

蔡萌：著名华裔收藏家
靳 宏 伟 先 生 当 年 的“ 原 作
100：二十世纪西方摄影大师
作品中国巡回展”，曾被称为

“大师最多”的原作展、一座流
动的“20 世纪西方摄影史课
堂”，展览共展出71位摄影大
师的110余幅作品（每站巡展
作品都有细微调整）。

靳宏伟先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留学美国，并取得摄影硕
士学位，他在成为一名成功的
企业家后，出于一种情怀重拾
摄影作品收藏，由于他的专业
背景和独特摄影情结，其收藏
是按照西方摄影史为脉络来
构建的。巡展的成功极大激
发了他的收藏热情，当年办展
览时，他的大师原作藏品为
240 张，在巡展过程中他不断
购入大师原作，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其藏品已增至700多张，
时至今日多达2000多张（这还
不算他收藏的上千张中国当
代摄影师的作品），称得上是
华人摄影收藏界的“第一人”。

顶级大师的作品往往是
稀缺资源，靳宏伟先生曾经从
纽约的佩斯画廊购入一批哈
里·卡拉汉的作品，十分精彩
和稀有，近年他重点收藏莎
丽·曼的成套作品及戴安·阿
勃斯、罗伯特·梅普尔索普、西
斯金德等摄影大师的原作，个

别大师作品藏量甚丰，足以举
办大师个展。虽然他的收藏
之路对普通藏家来说，很难实
现，但有实力的藏家仍可借鉴
他的收藏理念，一是购入在海
外收藏市场具有“硬通货”价
值的大师原作，二是有选择性
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收藏方
向进行深挖，构建自己的收藏
体系。

羊城晚报记者：在影像原
作收藏中，主要有哪些收藏方
向？您曾谈到，近年中国影像
艺术收藏开始本土化，成为一
个新的收藏方向，具体表现如
何？

蔡萌：我认为西方现当代
摄影大师的作品或中国本土
摄影师的作品都可以收藏。
相对而言，收藏中国本土摄影
师作品门槛较低。中国本土
摄影作品的一大欠缺，是完成
度不够好，通常图像很好，但
具体把图像落实到纸质媒介
上，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出
来，就往往缺乏完整度、完成
度和作品感。近年在一些海
归摄影师的影响下，这个方面
开始有了提升。例如：塔可、
陈哲、陈萧伊等为代表的这些
新一代海归摄影师，更具国际
视野，对艺术也有新的见解，
他们作品的完成度也很高。
中国影像艺术收藏开始本土
化，也在近年成为一个新的收
藏方向。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
们理应收藏在中国这片土地
上诞生的照片，收藏记录了这
一新时代的影像作品，这也是
对本土摄影师的一种鼓励和
支持，希望国内的影像艺术生
态更健康、更繁荣。

“我希望摄影爱好者们不
只把重心放在器材，而更多关
注摄影的本质，感受平面影像、
大师之作带来的审美愉悦。”塞
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摄影原作
展策展人、营梓画廊创办人丘
世亮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影像能直观地反映一个时
代、一段历史，相比于互联网时
代电子屏幕上的影像作品，呈
现于纸质之上的影像原作不但
更具仪式感，也更富震撼力。

正如影友所评论，在展的萨氏
原作，堪称明胶银盐时代的经
典之作，无论是《创世纪》中捕
捉到的气象万千的大自然；《别
样的美洲》镜头下对印第安人
生与死的深邃洞察；还是《劳动
者》中人物呈现出的精神样貌，
都令观者印象深刻。银盐冲印
展现出的高纯度的色彩、迷人
平滑的渐变过渡以及理想环境
下可长期存放的稳定特质，都
令这些影像原作更具收藏性。

丘世亮认为，广州作为经
济发达的城市，有庞大的影像
爱好者基础，但在公众对影像
艺术品的理解上，广州仍有很
大的成长空间，公众需要更多
地接触、拥抱影像艺术品，从喜
爱进而收藏影像艺术品。

这也是丘世亮创办营梓画
廊的初衷：“希望给广州影友们
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一个艺
术之锚，也给摄影师们建立一
个展示作品的舞台，让广州的
影像艺术交流气氛更浓厚。”今
年6月到7月，营梓画廊举办了
著名摄影师段岳衡的作品展。
丘世亮表示，接下来还将陆续
举办相关的摄影展，向影友们
推介更多的精彩影像之作。

那么，广东本地影友、收藏
家们是否会付出几万元甚至十
几万元，去收藏一张摄影大师
的原作？丘世亮称，这样的藏
家或机构目前有，但并不多，影
像收藏市场需要慢慢地培育，

“我相信假以时日，人们会更深
刻地认识到影像原作的魅力与
价值，进而进行研究与收藏。”

影友应更多“关注摄影的本质”

“公众需要更多接触、
拥抱影像艺术品”

爱德华·韦斯顿《青椒》
靳宏伟藏品

《原作 100》展览海报

理查德·莫斯《来袭》

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摄影原作展现场

▲◀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
摄影原作展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