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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鏡 拍場錘音

《人在遠方》 憂傷的語言

「今年春拍的主題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寫
實畫派，另一個是『老油畫』，寫實畫派重
推的是王沂東的《鬧房》，還有就是像艾軒
的《人在遠方》。」部門專家介紹說。 而蘇
富比20世紀中國藝術的春拍圖錄封面便是艾
軒這幅《人在遠方》。

專家帶領記者由畫作的右側進入，緩移
至左側，整個觀賞過程，少女的目光始終與
觀者目光交灼相視，難以名狀的對生命的焦
慮感從清澈的目光中直射人心，一種不撕心
裂肺卻是壓抑的無助正正打在現實中。「眼
睛是艾軒創作的一個特點，是畫家自成一派
最特意經營的一個部分。」導賞的過程中專
家講解說，畫家透過眼睛的刻畫來講述人內
心的境地，讓觀者從眼睛，透視作品和人物
的靈魂，引發某種共鳴，繼而在作者和觀者
間建立起一種交流。

相比艾軒其它畫作，這幅畫的特點首先體
現在刻畫對象的數量上，是兩個主體，艾軒
以西藏為主題的作品一般是單人肖像，像這
樣的雙人題材為數極少，但是人物的增加恰
恰是賦予了畫作戲劇性的張力。畫中的藏族
男女似為情侶，而男子側身而立，神有慼慼
然，而少女雙手緊抱，目光移向與男子相反
的方向，使得兩人的關係驟感疏離。而女孩
情緒中的疑惑、焦慮和盼望盡收雙眼之中。

《人在遠方》的背景是西藏的茫茫白雪
地，極為簡潔，用遍野的白雪來填滿畫面，
直至上方邊沿才露出一線天際。整幅畫作的
光線調度到人物的上半身，使得模糊處理的
背景大地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另一個視覺焦
點。蒼茫無盡的大自然和女主人公的眼神，
是將自然的強大與身處自然中人物命運的孱
弱無力的對比，也是在人與自然的對立中傳
達生命與現實的張力。

專家介紹說，其實艾軒西藏題材的畫作象
徵 中國藝術史上兩條線的拓展，「一個是
縱向的、深度上的，另一個是橫向的。」古
代時候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畫家很少深入
苦寒之地采風作畫，所以以西部為題材的畫
作一直是空白，直至20世紀中葉，藝術家陸

續向西部發展，好像徐悲鴻的弟子孫宗慰隨
張大千赴敦煌考察，在青海畫了許多蒙藏題
材的油畫，而6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上山下
鄉，開展了一股關注少數民族的浪潮，如陳
逸飛、陳丹青等，都分別創作自己的「西藏
系列」，但是能一直堅持矢志不渝的，只有
艾軒一人。

大雅風俗《鬧房》

與《人在遠方》相互輝映的是王沂東的
《鬧房》。首度面市的《鬧房》是王沂東首次
以婚嫁為題材的大型群畫，完成於1998年，
據介紹，作為以刻畫鄉間少女和新娘著名的
畫家，這種群像作品在王沂東的創作中僅僅
有3件。

王氏的作品通常是描繪單一對象或者是
一男一女，而這幅群像畫作的難度就出來
了：同是赴宴的鄉民，如何在襯托主角之
餘，將不同性別、年齡、經歷的個體的個性
表現出來。畫家為突顯這種微小的差別，憑
借婚宴中的敬酒、鬧新房等情節而引發的眾
賓客各種反應，讓熱鬧之餘的客人們為觀者
講述「自己的故事」。畫家用了四根蠟燭，
將新房點亮把光影投放到每一個人的臉上，
同時藉 光暈的擴散，從中間到兩邊排列出
人物的主次關係。通過對光線的調度營造出
畫面的舞台感，大概是由於王沂東對電影的
嗜好。《鬧房》在這一點上區別於同是寫實

畫派代表性人物的陳逸飛「老上海」系列，
並不走傳統道路，而是用電影的手法在細緻
的運營中，描述出現實的意味。

市場中的寫實畫派

王沂東的《鬧房》自1998年完成以來便落
入私人手中，未曾在市場上露面，但是其續
作，《鬧房NO.2—吉祥煙》曾在2008年蘇
富比登場，最後以1,298萬港元成交，創下
王沂東作品最高紀錄，並維持了2年。

作為中國寫實畫派中的領頭羊，艾軒、楊
飛雲、王沂東在近幾年的拍賣市場讓人難以
忽視。根據雅昌指數中國寫實畫派30指數顯
示，艾軒的成交率高達82%，艾軒的油畫作品
總上拍量為225件，總成交量為182件。20世紀
90年代的時候，艾軒的油畫作品就已經佔據
了一定的市場，其市場啟動明顯早於當代藝

術，其市場表現也明顯好於同
期的當代藝術作品。2010年，
北京保利秋拍中，艾軒的作品

《聖山》最終以2,072萬元人民幣
成交。2011保利秋拍「現當代
中國藝術夜場」上，由何多
苓、艾軒共同創作的《第三代
人》最終以2,875萬元成交。

《第三代人》是在種種思想與社
會的變革下創作出來的，也帶
上了那個時代的標籤。

如果說寫實畫以更加直觀的
方式對觀者展現出戲劇性的效
果，寫實油畫在通常理解上會
認為是最考驗藝術家技巧和功
力的，一幅作品可能會花費藝
術家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完
成。雅昌藝術專家說中國寫實
油畫貼近本土藝術品味，這是
從土地、人情世故和政治社會
更迭中產生的生活認知，就如
艾軒常年生活在西藏，對於藏
區生活的人文關懷和生活的體
驗，讓創作更加能傳達出一種
活生生的真實感，加之畫家個
人的視角和經歷，「就好像艾

軒，本人是有一些小憂鬱的，所以他畫作中
的人物常常有一種憂鬱的東西在裡面。」蘇

富比的專家指出，當這種畫家在鄉土中的生
活體驗和自身的精神氣質調和到一起，他的
藝術語言也就形成了，比如艾軒人物的眼
睛，比如王沂東筆下中國鄉村女性的含蓄和
寧靜。與觀者的共鳴是寫實畫派征服市場的
潛在素質。

四天的拍賣跟蹤，例如中國書畫、瓷器雜
項等傳統文化場次中國藏家的身影較多，而
收藏油畫的人群相對較少，市場的形成因素
十分複雜，但是對於藝術機構，是否對於市
場有引導的義務和責任。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陳逸飛、艾軒、
王沂東、陳衍寧等人已受到海外市場的關
注，並成為重要畫廊的代理藝術家。例如美
國哈夫納畫廊代理了艾軒、王沂東、陳衍寧
等 ； 陳 逸 飛 成 為 倫 敦 瑪 勃 洛 畫 廊
(Marlborough Gallery) 簽下的第一個亞洲藝
術家。按照蘇富比20世紀中國藝術的專家郭
東傑的闡述，人們對其了解是需要知識儲備
和時間的，油畫的語言體系和藝術歷史是在
西方形成的，有認知和發展的過渡，這會是
一個互動的過程，「近年來市場聚光燈更多
是停留在趙無極、朱德群、常玉等畫家身
上，而我們從去年秋拍到今年春拍引進中國
寫實派畫作這個主題，是要把大家還沒有注
意或者說是還沒有重視的東西介紹到群眾面
前來，從接受到認知，逐步的進行『教
育』，其實是一個滾雪球的過程。」

4月6日，香港蘇富比20世紀中國藝術專
場總成交額達2.4億港元，超越拍前估價
1.45億港元。

此次春拍頗有亮點，其中有六件拍品以
破千萬港元；趙無極的作品也表現不凡，
首度釋出市場的稀有雙聯巨作《10.03.83》
成交價逾3,700萬港元，超越拍前估價(2,500
萬至3,200萬港元)，《10.12.59》以逾1,800
萬港元，高達拍前估價逾兩倍(估價：600萬
至800萬港元)；首度在市場上出現的王沂東
作品《鬧房》最終以逾1,900萬港元/245萬
美元成交(估價1,200萬至1,600萬港元)。

蘇富比二十世紀中國藝術部主管陳秀玉
於拍賣後介紹：本場拍賣，除趙無極的兩

幅傑作取得佳績外，另一位抽象大師朱德
群的《聖雪頌》，也以逾2,360萬港元高價成
交(估價：1,500萬至2,000萬港元)。拍場內
寫實派畫作亦備受追捧，首度釋出市場的
王沂東作品《鬧房》以逾1,900萬港元高於
估價成交；本季封面故事、艾軒的《人在
遠方》亦突破千萬港元成交。吳冠中三幅
風景畫作則以估價至少兩倍成交：《玉龍
山下麗江城》以逾740萬港元成交(估價300
萬至400萬港元)；《漓江竹林》則以逾900
萬港元成交(估價400萬至500萬港元)，至於

《西柏坡山村》，在最終更突破千萬港元，
以逾1,200萬港元成交(估價380萬至480萬港
元)。

蘇富比春拍20世紀中國藝術
專場成交2.4億港元吳冠中《西柏坡山村》200萬港幣起跳，多位藏家競投，最後場內一名藏家

與另一位場外電話委託一路競逐，經過二十幾口叫價，最終以逾1,000萬港元
成交，收入場內買家囊中。

此畫作於1972年，經過五、六十年代的社會運動和下放勞動，吳冠中一直
被禁畫，並且患上肝炎。到了72年，吳冠中所屬連隊開始允許他在假日作
畫，儘管只能以小黑板作畫板，當時被稱為「糞筐畫家」，但是積聚多年的
創作力爆發，畫家迎來了一次創作豐收。許多優秀的農村作品在此時誕生，
經歷了漫長的鄉村生活，吳冠中此時產生了「群眾點頭，專家拍手」的自我
要求，《西柏坡鄉村》在此背景下產生，見證了藝術家修行路上微妙的關
鍵。

西柏坡雖然是革命紀念地，但並非勝景，正如畫中所現，只是一個寧靜的
小山村。為了凸顯寧靜樸素，畫家用最簡單的顏色和造型處理房屋，每座房
屋以立方體或方形構成，牆壁和房頂也是單色的平塗。這也正是吳氏的創作
理念，他的畫作超越了被描繪對象的美與醜，甚至以為，繪畫名勝反而是約
束了畫家的個人體會。

關鍵時刻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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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軒《人在遠方》與王沂東《鬧房》

艾青之子艾軒畫作

《人在遠方》，藏區少女的彷徨與疑惑盡藏於

目光之中，模糊的大地背景，寫實的人物刻畫，在人與自然的對立

中傳達 生命與現實的張力。如果說浪漫主義有時會給藝術蒙上無病呻吟的薄

紗，那麼技術高超的寫實主義可以將命運註釋得更加深入皮肉。

蘇富比作為唯一一間設有20世紀中國藝術專家部門的拍賣行，於去年秋拍

已經將中國寫實畫派拉到人們面前，王沂東、艾軒、陳逸飛、陳衍寧，今年春

拍蘇富比又將中國寫實畫派作為重要選件主題之一，開出了中國寫實畫派第二

波。4月6日，《人在遠方》最終以逾1,000萬港元落錘，而首度在市場上出現

的王沂東作品《鬧房》則以逾1,900萬港元成交。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圖：部分由蘇富比提供

■2009年作《聖山》在2010年北京保利秋

拍以2,072萬元的成交價創艾軒個人最高紀

錄

■艾軒《人在遠方》 油彩畫布 2011年作

成交價：12,040,000 港元 亞洲藏家

中國寫實畫派
寫實主義與中國油畫史淵源深厚。五十年代，寫實主義領袖徐悲鴻出任中央

美院院長，自此一門獨尊，直到改革開放以后，現代藝術興起，形勢才在80、

90年代有重大逆轉。王沂東、艾軒與楊飛雲等在2004年創立了「北京寫實畫

派」，團結畫家的力量，而在艾軒的奔走下，隔年獲得陳逸飛加入，并正式更名

為「中國寫實畫派」，以吸收不同地域的成員。時經九年，由最初的十三人，發

展到現在的三十人。、

其中艾軒是中國現代詩人艾青之子，當代藝術家艾未未之兄，除了他和楊飛

雲、王沂東等領軍人物外，還有很多畫家可以稱得上是畫派的中堅力量，如劉

孔喜、龍力游、李貴君、翁偉、夏星、袁正陽、張利、鄭藝、張義波、朱春

林、陳衍寧、徐芒耀、何多苓、尚丁、郭潤文、王宏劍、朝戈、李士進、王玉

琦、徐唯辛、忻東旺等。

■王沂東《鬧房》 油彩畫布 1998年作

成交價： 19,160,000 港元 亞洲藏家
今春續緣寫實主義

■蘇富比此次春拍頗有亮點，趙無極雙聯

巨作《10.03.83》成交價逾3,7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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