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色古香的武英殿欣赏当

代艺术瓷， 感觉别有一番风味。 ”

2018 年 9 月 13 日，“瓷艺生辉———

杨学棒作品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

殿隆重启幕。 这也是故宫博物院

首次为当代陶瓷艺术办展，在业

界看来， 它有着不小的特殊意

义。 一方面，这场展览是故宫办

展场所转变的一个完美衔接，因为

根据规划，与书画相关的展览将会

从武英殿移至更适合其办展氛围

的文华殿，武英殿也将就此成为陶

瓷艺术的展示场所。 另一方面，故

宫为现当代艺术家作品办展本就

屈指可数，挑选十分严苛，而在此

之前只先后为张仃、范增、刘国松

这 3 位举办过大展，杨学棒则成了

故宫为当代艺术家办展以来最为

年轻的一位。

这场展览的深意在于，它不仅

从一个侧面窥探出了世界当代艺

术多元互融的新走向，非遗艺术与

年轻艺术家“进宫”也是故宫服务

民众、越来越开放的表现。

当代陶瓷艺术走进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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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文物艺术品收藏圈并不平凡

●本报记者 王菁菁

流失海外百余年的西周晚期

文物、圆明园青铜“虎鎣”，终于在

去年年末重回祖国怀抱。 2018 年

12 月 11 日， 国家文物局划拨中国

国家博物馆青铜“虎鎣”入藏仪式

隆重举行。 据了解，去年 3月，国家

文物局在得知青铜“虎鎣”即将在

英国拍卖的消息后，立即开

展信息收集、 协商谈判、协

调联动、宣传引导等多方面

工作，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和相关拍卖机构、国内外媒

体和民众的支持下，推动了

青铜“虎鎣”返还。4 月底，青

铜“虎鎣”境外买家表示愿

将文物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9月， 国家文物局代表团在

中国驻英国使馆举办青铜

“虎鎣”捐赠接收仪式；11 月

23日，其安全抵达北京。“虎

鎣” 原为清宫皇室旧藏，因

其精美独特的造型、罕见的

虎形装饰而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

和文化价值。

“虎鎣”的回家之路是各方合

力的共同促成。 追讨流失海外文物

不仅需要爱国热情， 更需要理性。

或许此次“虎鎣”的回归能促进更

多新的思考。

每到岁末年初，回顾、梳理往往成了常态。 作为藏家、艺术爱好者，2018 年的

藏界圈留给你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不妨先来看看编辑部挑选出的十件大

事，在此重温它们会深深体味到这个圈儿里发生的事的确不一般！

博物馆“卖萌”、“黑马”拍品脱颖而出、生活在北宋时期的苏东坡竟然登上社交媒体“热搜”……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19 日，第

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在上海

世界手工艺产业博览园举办， 来自

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201 位工艺

美术人士参评。 5月 14日，这份备受

业界关注的名单被公布，89人榜上有

名。 据介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

下，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第七

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自

2017 年 8 月正式启动，在经过地方

审核、地方初选、公示上报、资料审

核、作品展示、专家评选、审议公示

等阶段后确定了最终的入选名单。

每 5年举行一次的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的评选被视为是中国工艺美术界

的“奥斯卡”，也是国家授予国内工

艺美术创作者的国家级荣誉称号。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大师

评选也不能避免。 但随着市场和藏

家的逐渐理性与成熟， 早些年市场

流行的“惟大师论”正渐行渐远，之

前饱受争议的评选乱象也在逐步正

本清源， 无疑也有助于工艺美术行

业的健康发展。

2018 年 4 月 25 日， 首届 Art

Chengdu 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简

称艺术成都）在成都春熙路太古里

广场揭开面纱。 没有成册的观展指

南和复杂的路线图， 广场上 31 家

来自国内外的当代艺术画廊分布

于两座白色场馆里，即便没有观展

指南也不会错过任何一家，这就是

首届艺术成都的基本格局。 更养眼

的是，尽管春暖花开之际是艺术展

览的“热播季”，但首届艺术成都却

能吸引大部分国内重要画廊到场，

甚至连冷林、卢杰、郑林等在内的

知名画廊主都亲自前往坐镇。 在业

内看来，这与展会创始人黄予的藏

家身份和号召力有直接关系。

除此之外，艺术成都火热的原

因主要还在于业界看好川籍藏家

的购买力，认为当前西南地区艺术

收藏市场潜力巨大。 而且在当代艺

术领域中，川籍艺术家的活跃程度

同样不容小觑。

2018 年 5 月 16 日， 在一年一

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

中国国家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浙

江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广东省

博物馆共 7 家国家一级博物馆集

体入驻抖音，与抖音合作推出“博

物馆抖音创意视频大赛”。 该大赛

将这 7 家博物馆的 7 件“镇馆之

宝”用创意短视频的形式同一时间

在抖音平台展出为开端。 短视频

中，后母戊鼎、西汉 T 形帛画等国

宝重器纷纷亮相，借助网络技术化

身为“戏精”上身，各种“卖萌”“逗

乐”，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波刷

屏热潮。 据悉，这 7 件国宝如此跨

越时空地“同台”尚属首次。

卖萌、接地气儿也许是近年来

博物馆吸引民众，尤其是年轻群体

关注的“不二法宝”。 借助有趣的创

意，曾经高高在上的博物馆与民众

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近。

在 2018 年夏季热播的清宫剧

中，“皇后作洛神装扮翩翩起舞”的

画面，让不少粉丝直呼惊艳。 而在

现实中，要想亲眼目睹古代书画

中真实的洛神形象，那必须去逛

辽宁省博物馆。 去年 8 月 17 日，

随着“中国古代书法展”“中国古

代绘画展”“中国古代缂丝刺绣

展”等大展的纷纷登场，辽博新馆

宣告正式全面开馆。 而多年未曾露

面的《洛神赋图》《簪花仕女图》等

珍贵文物在此进行了为期 3 个月

的展出。 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

博物馆，辽博现有馆藏文物近 12万

件/套。 其新馆是于 2011 年 8 月动

工的，随着去年 8月正式全面开馆，

辽博的全部 22 个展厅均已向观众

开放。

今后逛辽博， 光看展品就要走

上 4200 余米。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

不少博物馆都在纷纷扩容，拿出“压

箱底儿”的藏品，更好地提供观展服

务和体验，从而让博物馆真正“热”

起来和“活”起来。

2018 年 10 月 4 日晚， 香港艺

术品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9 年暨会庆 50 周年联欢宴会在港

岛盛大举办，行业精英、商界大腕、

社会名流齐聚一堂，热闹非常。据介

绍， 香港艺术品商会成立于 1968

年，半个世纪以来，其聚集了香港收

藏圈中最核心和最活跃的代表性人

物， 为推动香港本地的收藏文化和

世界华人圈的艺术文化交流做了大

量工作，在行业推广交流、古玩鉴定

业务等方面皆有不错的口碑， 时至

今日已经成为了香江颇具规模的社

团组织。

可以说，香港的收藏社团是“处处

注清泉”。而反观内地的藏协，虽然有起

步较晚的客观因素， 但鱼龙混杂常

常成为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 内地

与香港在这方面的差距， 恐怕不是

令人称赞的“高铁速度”能赶上的。

2018 年 11 月 17 日，中国嘉德

2018秋季拍卖会暨 25 周年庆典在

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嘉德艺术

中心盛大开幕。 近千位到场嘉宾与

“嘉德人”一道庆生，其中不乏见证

了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

跌宕起伏的风云人物。 从最初只有

十几位员工， 到如今已经拥有 18

个部门、超 200 位工作人员，还成

立了香港分公司及海内外办事处；

25 年来，中国嘉德总成交额累计达

700多亿元，共拍出 27 件过亿元的

拍品，创造的拍卖纪录更是数不胜

数。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 25周岁生

日到来前不久， 嘉德艺术中心，包

括嘉德总部办公区、展览厅、拍卖

厅以及璞瑄酒店全面竣工，中国嘉

德已成为了当前艺术品拍卖领域

不折不扣的“翘楚”。

25 岁是一个意味着蜕变与成

熟的年纪。 相比那些“百年老店”，

25 年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并不算

“老”， 但艺术品拍卖企业的特

殊之处却在于， 这 25 年的历程

是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一路走来

的见证。

2018 年 11 月 26 日晚 7 时，香

港会展中心佳士得香港秋拍拍卖

大厅里座无虚席 ， 气氛十分热

烈。 大家都在翘首以待大文豪、

中国文人的典范苏轼《木石图》

即将在此展开的博弈 。 23 分钟

后，这件拍品登场，从 3.5 亿港

元起拍，到 4.1 亿港元落槌，最终

以 4.636 亿港元的天价成交， 一举

创下了佳士得香港拍卖史上最高单

件拍品纪录。 而就在当晚尘埃落定

后不久，《木石图》 便一举登上了社

交媒体的“热搜”，究竟是哪位“金

主”能够如此豪气地将其揽入麾下，

一时也成了舆论与坊间纷纷热议的

话题， 国内几家著名博物馆甚至纷

纷被点名被猜测。不过在另一方面，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这个价格拍得

并不算高。

时至今日， 拍卖依然属于比较

“小众”的舆论话题。 但此次《木石

图》因起初的真伪争议，到天价诞生

而一路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 不得

不说东坡先生魅力不小。

第七届中国工美大师名单出炉

首届艺术成都让人刮目相看

七大国有博物馆入驻抖音

辽博正式全面开馆

香港艺术商会成立 50周年

中国嘉德迎来 25岁生日

苏轼《木石图》创下 4亿多天价

圆明园青铜“虎 ”回来了

如果要评选 2018 年艺术品拍

卖市场的“黑马明星”，相信古籍是

当之无愧的。 有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度拍卖成交金额过亿元的

善本古籍有 3 件，亿元以下、千万

元以上的有 6 件。 另一方面，以香

港和内地 12 家重要指标拍卖公司

的成交数据为基准，2018 年度该板

块成交总额达到了历年之最。 其中

春拍共 3449 件标的实现总成交额

为 6.4 亿元，而秋拍则有 2852 件实

现总成交额 6.3 亿元， 显然秋拍略

胜春拍。 同比 2017年度拍卖，在成

交量减少 6.5%的情况下，成交总额

却提升超过 2倍。 脱颖而出的四类

拍品为宋刻本、碑帖、天禄琳琅藏

书和佛经。

以内地为例，2018 年秋拍市场

行情有所降温，但向来“阳春白雪”

的古籍善本拍却呈现出增长迅猛

的态势。 这既是市场的进步，也是

买家的进步。

古籍拍卖市场很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