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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艺术品经营者来说，这是黄
金时代，全民收藏热一直高烧不退；
这也是困惑时代，艺术品市场深度调
整，难以破局，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
董国强甚至把 2014 年秋拍形容成是

“公司成立以来最艰难的一次”。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艺术品的市

场正处于“不温不火，平稳过渡”阶段，
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概念基本吻合，“提质、
增效”成为关键。多元化成为艺术品经
营者尝试的破局之举。

新常态须有新举动

“拿到一件作品
转手可以销售的

时 代 结 束
了。”在

日

前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艺术品市场高峰
论坛上，北京画廊协会会长程昕东如
是说。几年前的“亿元时代”已经渐
行渐远，调整成为主基调。北京荣宝
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认为，板
块不断碎裂，行情有分化，有的板块
在下沉，有的小板块表现好，都是当
下艺术品市场的新特点。

新常态下，艺术品市场的传播、
交易方式都在发生改变，金融的介
入，电商的介入，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和机遇。

面对挑战，刘尚勇建议，艺术品
经营者也应该有新举动，必须调整策
略，细分市场。“比如书画市场，不
能再像过去那样笼统地做一个书画专
场了，因为书画包括古代、近现代、
当代；当代里还有当代水墨和新水
墨，需要细化分类，做出品牌，这样
在新常态里边才能把握住商机。”

多元化经营的尝试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多
元化发展已经从理想

转向现实操
作

和未来设计。”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
公司总裁温桂华这样说。在当前背景
下，艺术品市场经营的多元化几乎已
经成为必然趋势。

“对应当下多元艺术，苏富比拍
卖行在原有拍卖板块上不断进行着积
极、勇敢的探索和尝试。”温桂华
说，由于亚洲藏家对当代艺术日益增
加的需求以及愈加多元的品类选择，
2014年春拍上，苏富比又呈现了更加
多样的艺术审美，从奇石、根雕到家
具设计。“未来拍卖的参与方式也需
要 更 加 多 元 化 。” 温 桂 华 介 绍 说 ，
2015年，苏富比将与eBay携手合作发
展具有创意的网上平台，提供全新即
时竞投服务。

北京保利现代艺术部总经理贾伟
则表示，拍卖行的多元化还应该表现
在对市场和藏家的引导和培养上。贾
伟说，北京保利跟很多机构合作设计
艺廊，推广年轻的设计师、艺术家，
让他们更接地气。同时还给各大有需
求的酒店、会所提供一些专业的服
务，甚至为藏家提供解决艺贷问题
的方案。这种引导和培养，也是一种
多元化的方式。

更需要品牌支持

尽管多元化是拍卖行
应对新常态的选择，但
实施起来也有很多
困难。北京匡
时 拍 卖 董
事长董
国

强就坦言，选择多元化，拍卖公司实
际上在增加负担。

“目前国内艺术品市场还处于一
个发展非常不均衡的状况，艺术品拍
卖公司的主要成交额来自书画，大部
分拍行是‘瘸腿’，这就意味着一旦
这 部 分 市 场 遇 冷 ， 日 子 就 比 较 难
过。”董国强说，因此，拍卖行只能
尽可能地开拓项目。匡时近几年在书
画、油画、器物三大板块之外，陆续
增加了茶道具、佛教艺术品、珠宝等
板块。但这些项目并不会贡献太多的
成交额。这些项目同样需要配备人员
去征集、制作图录、辟出预展场地。
这对拍卖行而言，成本在增加，却看
不到利润的增加。

做小板块品牌是多元化经营的
首选，但实际上也并不容易。

“拍品的同质化太突出，现
在 是 大 家 一 上 这 个 板
块，反应良好各家都
上，变成各家全
是 这 个 板
块 ， 迅
速 把

一些藏品湮没了。”温桂华说。
艺术品市场评论人季涛则认为，

多元化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好的品牌来
支持，好的品牌支撑之下才能尝试转
型中精准的转变。“从营销理论上讲，
多元化一直跟专业化是相互并行的。
对于一个拍卖公司的企业模式而
言，在最初经营的时候基本是
尝试性地进行多样化，然
后慢慢走向品牌、专业
化，最后才会走向
一定品牌支持
下 的 多 样
化。”

近来，故宫博
物院连出“萌萌哒”

文化创意产品，不久前上
架的新版 《故宫日历》 就备

受追捧，被网友昵称为“红砖
头”。这部“红砖头”以“美意延祥

年”为题，售价66元，自在北京各大实
体书店陆续上架以来，销路一直火爆。
翻开《故宫日历》，正面是年、月、周、日

及每日相关之节日、节气等内容，可供查阅。背面
图是名家墨宝、金石珠玉等珍贵的宫廷古玩，可供欣

赏。故宫出版社
负责人透露，近 3 年

《故宫日历》 的主要编纂
者华胥，并不是从事文博工

作的专业人士，而是对此有兴
趣的爱好者。但在编纂过程中，参

与指导、审核等工作的专家有很多。
2015 年版为了尽早定稿出版，在藏品选取

编排之后，由文化旅游编辑室的 3位编辑共同
参与完成了说明文字的撰写。
新日历受宠，老日历价格更是直线上涨。据悉，

2010版的《故宫日历》价格已被炒至2000元，超过定价的30
倍。此外，2011年版的《故宫日历》标价在400元以上。

即便如此，老版的 《故宫日历》 也多是有价无
货。在当当、亚马逊等网站查询，发现2014年之

前几个版本的 《故宫日历》 均是缺货状态。
故宫的官方淘宝店中，连最新的2015年

版日历都已售罄。
据悉，《故宫日历》 初版于
1933 年至 1937 年，后来因

战乱而停止发行。直到
2009年，这本被遗

忘经年的日历才又被人提起，并于当年 10 月复刻出版
（2010 年版）。故宫出版社负责人表示，2010 年版是

《故宫日历》 被复刻后的首版，不到 2 万册的印
量让它奇货可居，因此市场价格被逐渐推

高。
该负责人表示，为适应市场需
求，2015 年的 《故宫日历》 发

行 量 已 增 加 至 18 万 册 。
“首批 10 万册已经卖

完 ， 印 厂 正 紧 张
加印。”

近日，中国民间对
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

部长王锦思等 3 位民间人士
前往日本东京，向日本皇室递

交要求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信
函。2014 年 8 月 7 日，中国民间对日

索赔联合会曾致信日本驻华大使转交日
本天皇，要求归还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什么样的文物呢？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
量的文物之一，现藏于日本皇宫。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

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
事，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

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唐鸿胪井碑本是一块重逾9吨，单体10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

石。公元713年，唐玄宗遣鸿胪卿崔忻从长安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
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公元 714年夏天，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

安，路经都里镇 （今旅顺），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
史称“鸿胪井”，刻石一块，永为记验。

刻石文字共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
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作为渤海归入大唐版图的历史见

证，史称“唐鸿胪井刻石”。
1895年，清朝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石亭 （“唐碑亭”） 护卫刻石，并在崔忻题刻左侧

加刻小字：“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
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末年冬前任山东登莱清
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从公元713年至今，唐鸿胪井刻石已经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占据旅顺以后，唐鸿胪井刻石引起了日军的注

意。1905年，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旅顺考察刻石，次年写出调查报告，认
为刻石是辽东一块稀有的唐代石碑，后将刻石搬移至日本东京。1908年4
月 30 日，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
宫。1911年，日本海军在旅顺的刻石遗址上建立了搬移中国文物的“记
功碑”，也就是今天到旅顺黄金山仍然能够看到的“鸿胪井之遗迹”碑。

日前，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文博文物
评估鉴定有限公司、广东省文物鉴定站、
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等 7 家文博单位，面
向社会开展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试点工作。
国有文博单位为民间鉴宝已有两月，藏家
是否买账？试点单位又有怎样的探索？

由3位专家共同鉴定，收费较低

提供鉴宝服务的大厅位于广东省文物
鉴定站 7 楼，深冬的下午，等候室里坐着
七八位藏家，有的拎一个袋子，有的抱着
一幅裹着厚厚报纸的卷轴，满脸期待。穿
过等候室，就是六七十平方米的鉴定工作
间。“来鉴定的人，需先在等候区登记，然
后等叫号。”鉴定站办公室郑主任介绍，鉴
定站每周只有星期二对外服务，一天下
来，能来五六十批藏家。

为了体现对藏品鉴定的慎重，每件藏
品都将通过试点单位 3 人专家组进行鉴
定，实行“一票否决”。

据介绍，现场实物鉴定完成后，鉴定
人员一般会口头向藏家描述鉴定结论，包
括文物的年代、质地、产地等内容。鉴定
收取的费用很便宜，依据广东省物价局相
关规定，估价 100 元以下的藏品，每件 1
元；估价 100 元以上，按估价 1%收取。一
般来说，鉴定费为每件几十元。

与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类似，云南文博
文物评估鉴定有限公司也采用通行的收费
方式，即评估价与鉴定费挂钩。“鉴定手续
费初定 20 元，此外再按照评估价的 1%—
5%收取鉴定费。如果评估发现是假文物，
则除了手续费不再额外收费。”云南文博产
业集团董事长、云南省文物总店总经理王
昆说。

有望重新确立藏品鉴定程序和标准

与官方鉴定“小打小闹”相比，民间
鉴定市场格外红火。出具证书的不仅有民
间收藏家协会，也有专家个人，甚至部分
媒体。

“文物真假、年代的鉴定是主观性较强
的技术活，确实存在鉴定错误的可能。”云
南文博文物评估鉴定公司经理范舟认为，
文物鉴定有其特殊性，但目前市场乱象并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很
多人的利益牵涉其中。”

所谓的“藏家”也同样鱼龙
混杂。云南文博文物评估鉴定公司办
公室主任王明卫说，藏家中不乏“炒家”，
有的“炒家”甚至明知藏品是赝品，也希
望获得鉴定证书再高价转手。

在被列为试点单位后，云南文博文物
评估鉴定公司目前正在讨论制定相关规
范。“这7家试点单位都已从事了多年鉴定
工作，有着足够的专家资源，出具的鉴定
证明也更具权威性。”王昆希望，随着官方
鉴定机构的介入，能够重新确立文物鉴定
程序和标准，从而规范整个民间文物收藏
市场。

程序理清楚后，如何管好旗下专家？
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副站长何锋介绍，目
前，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共有 14名专家，均
已通过国家文物局考试。单位负责对全体
鉴定人员进行管理和考核，并实行差错登
记制度。对一年内出现 3 次以上差错记录
并产生严重后果的，予以通报批评；如涉
嫌为牟取个人私利而扭曲鉴定结论，构成
违法或犯罪的，依法予以处理。对一年内
没有出现鉴定差错记录的，单位给予奖
励。“每年年终对全年民间文物鉴定业务工
作进行统计，并将统计情况上报国家文物
局和广东省文物局。”何锋介绍。

促进民间鉴定机构的科学化、规范化

国家文物局此举，显然并非允许国有
文博单位参与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这么简
单。“探索民间收藏文物鉴定管理制度，逐
步建立民间收藏文物鉴定程序及标准，规
范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行为，引导公众树立
正确的文物价值观”，才是更深层次原因。

“7家单位算是试验者和先行者，我们有责
任为未来出台统一规范积累经验。”王昆
说。

官方文物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
会不会成为非法文物合法化的渠道？
实际上，此次改革的前提是按照
目前文物法和有关法律法规。

“比如出土文物归国家所
有，这是法律明文规定
的，我们就不能为

私
人藏家
出具鉴定意
见。”王昆说。

根据法律规定，
7 家藏品鉴定机构的鉴定
证明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如果
遇到纠纷仍需通过相关法律程序进
行认定。“但对我们单位来说，这个鉴定
证明有约束力，如果鉴定错了或者鉴定价
格过高，我们都将承担相应责任。”王昆
说。

在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刘建业看来，
试点是好事。首先，收藏者知道应该找谁
做鉴定；其次，这是整顿民间鉴定队伍的
开始，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认
为，通过这种专业的、学术性的鉴定，可
以让藏家、公众了解文物鉴定具体程序
应该怎么样，标准是什么，由此起
到示范、引导、约束作用。长远
来看，还是要通过各种手段，
促进民间收藏鉴定机构的科
学化、规范化。

（贺林平 杨
文明 罗 珣）

编者按
2014 年，对

于艺术品市场来
说仍然是调整的
一年。从市场趋
势看，这种调整
的 势 头 在 2015
年还会延续。面
对这样的“新常
态”，艺术品经
营者有哪些举动
和策略？藏家又
会有什么新动向
呢？为此，本版
特别推出“艺术
市场新常态”系
列报道，进行解
读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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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经营者破局之举
蔡 萌

华辰拍卖首创国内影像艺术品交易，“周璇老照片”曾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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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追讨的
唐鸿胪井刻石
是什么文物？

赖 睿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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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参与民间文物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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