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質量的博覽會　

今年TEFAF迎來了超過220家博物館的代表，從小型
的地方性博物館到主要的國際機構都派出了代表參加展
會，其中包括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
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和巴黎盧浮宮。新加坡亞洲文
明博物館從展商就Ben Janssens Oriental Art處購買了一
件中國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兔型陶器，阿
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館長維姆·彼布斯Wim Pijbes評論
說：「即使是最挑剔的博物館長都可以在TEFAF中找到
令他眼前一亮的作品並驚喜地買下來。」

而古董區，則是今年TEFAF最大和最多樣的展區。
Galerie Perrin帶來的是木器大師珍-亨利·厄澤納Jean-
Henri Riesener約1740年代製作的一張沉穩大氣的平面辦
公桌，這張桌子曾經是繆拉王子Prince Murat(拿破侖一

世
的妹夫若阿尚·

繆拉Joachim Murat)的藏品。
早期瓷器專家Robbig展出了一件非凡的

大器型的早期邁森瓷瓶「鳥籠瓶」，瓷瓶上有兩隻生
動的瓷製小鳥。這件器具的靈感來源於日本有田瓷器，
由老喬治·弗里切George Fritzsche the Elder 在約
1730/31年模仿燒製並由約翰．格里戈里厄斯．赫羅特
Johann Gregorius Horoldt 進行裝飾，瓶上青花繪製的

「AR」字母圖案暗示 它曾經是奧古斯都Augustus the
Strong的藏品。Mentinck & Roest,Ingen展出的重量級展
品之一是一座罕見的青銅鍍金鴕鳥型自動鐘，約1580年
德國製造，曾經是里奇登斯擔王子Princes of Lichtenstein
的藏品，目前已知的類似作品只有一件，收藏於斯圖加
特的Würtembergisches博物館。

據統計，藝博會共吸引了7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

者，其中包括全球最知名的國際私人藏家和機構藏家。

而今年來到TEFAF的中國藏家或買家大多都是第一次

來，當中許多人是抱 好奇與嘗試的心態來一窺究竟。

當我們採訪一位剛剛參展回國的藏家董先生時，他說

「這個博覽會的質量沒話說。國內以前弄過個博覽會，前

兩屆的時候我還都去，但後來就爛了，完全沒有門檻，

東

西也不好，去的

人都已經不是做藝術的了。

但是，這個展會還是讓我很吃驚，我以前

沒有想像到一個博覽會能夠辦得這麼好，能在一個博覽

會上看到那麼多世界頂尖級的藝術作品。」

對於像董先生這樣首次參展的中國買家來說，印象比

較深刻的是西方商人看待藝術品的獨特方式。「中國人

一般比較強調『流傳有序，拍品背後的故事』，這大大

影響了畫作的價值。」他舉例說像去年春天拍出的齊白

石的老鷹，因為是送給蔣介石的，在價格上就會不一

樣。「但西方人對此卻很馬虎，我看見一個參展商的店

裡掛了陳逸飛的一幅油畫，這家畫廊曾經給陳逸飛做過

代理，這幅畫也有一些參展和著錄的材料。但是當我問

及的時候，店員卻沒有給我提供這些材料。當然這也說

明老外比較誠懇，不會編故事來騙你。」

先有學術，後有市場

翻看TEFAF今年的參展商目錄，發現在這個全球目光

匯聚在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大環境下，西方參展商的主要

貨品還是在做高古瓷，以唐三彩、宋代名窯、青銅器等

為主，並沒有跟 拍賣市場的潮流將側重點移至元明清

官窯。同樣作為買家觀戰的嘉世年華藝術基金的負責人

給出的解釋是「這就是歐洲老一代商人對於自己審美、

觀念的那種執 。這對我還是很有啟發的，我覺得中國

再過漫漫幾十年，會慢慢回歸這種審美。新藏家剛入

市，可能更多的將眼光投注於清三代，一出來就將價位

炒得奇高，現在已經開始回歸了，開始看明早中期了，

知道有永宣、嘉萬了。在這裡面時間長了之後，他會去

研究歷史，他會發現原來中國老的一代文人，他們收藏

追的是單色釉、青銅器、追捧的是宋代名窯，隨 人們

有更深層次的文化積澱，我相信這種審美會慢慢的回

歸。」
作為藝術基金的負責人，在TEFAF轉了一圈之後最大

的感觸是，今天內地現當代的雕塑，例如向京，一件藝
術品幾百萬人民幣。和這個價位比較起來，西方古典雕
塑的性價比可謂很高了。「比如你去看看的話，就知道
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雕塑就很好，很有歷史文化沉
澱。」對於目前國內藝術基金的現狀，他說現在國內很
多做藝術基金的都是以前的金融界人士，開始做藝術基
金。「他們往往用一些操作證券的手法在做藝術市場的
操作，例如，在拍賣場裡追高買一件藝術品。我認為是
很不合適的，因為你把它預期三年以後的價值都已經超
越了，他還有什麼升值潛力呢?當然現在國內的藝術基
金，包括我們都在建倉期，還有待時間的考驗。」

參展商：追求個人理想與價值

藝術品展會已經不是藝術品交易的新鮮形式，已經舉
辦過25屆的TEFAF模式已經非常成熟，參展商的水平亦
都是十分頂尖的，他們大都有過拍賣行的經歷，相對於
拍賣行來說，藝術商人更多體現的是「個人」參與。這
裡面直接體現了經營者本身的價值觀以及對藝術品的認
可和審美。以前同樣作為經營商參加過國內藝博會的賣
家介紹說：「這需要有大量的知識儲備，每一件東西到
了手裡，參展商需要有絕對的話語權，會去做很深入的
研究。接下來，我們的客戶從我們手裡買東西，是客戶
對我們的肯定，我們也在拿我們的信譽給客戶做擔
保。」他說對拍賣行來說，客戶只是「數字」而已。但
是對個體經營者來說，客戶是一張張鮮活的面孔，是好
朋友，「而且一旦通過拍賣行出售東西，我就再也不可
能知道這件東西的下落了！」

2013，世界藝術市場都在看 中國，而今次TEFAF中
國本土畫廊仍然處於缺席狀態，而此前TEFAF在對全球
藝術品市場給出的報告中也稱：「中國藝術品市場在近
三年來第一次開始減速。」但潛在的藏家市場還是讓
TEFAF開始考慮進軍中國市場。

近日，TEFAF宣佈正與蘇富比拍賣行獨家探討有關通
過蘇富比(北京)拍賣有限公司，於明年在中國舉辦高端
藝術博覽會的可能性。如能夠成行，也就是說「TEFAF
北京2014」將殺入中國市場。TEFAF執行委員會主席本·
傑森表示：「儘管面臨經濟低迷，但展會的銷售、尤其
是最佳作品的銷售仍然很強勢，這種堅強的基礎讓我們
對於明年TEFAF北京展的召開前景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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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ele Croes

Gallery         

《春秋時代青銅器》

■細木鑲嵌圖案銅鎏金裝

飾的西阿拉黃檀木中央桌

■Vielver Sprechende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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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文物局近日頒布了《1949
年後已故著名書畫家作品限制出境鑒定標準

（第二批）》，規定著名藝術家吳冠中作品一律不
准出境，另有23位藝術家作品有出境限制。

國家文物局曾於2001年頒發《1949年後已故著
名書畫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鑒定標準》，以防止應
得到國家保護的著名書畫家的作品流失出境。
列入1949年後已故著名書畫家作品限制出境的
書畫家共140人，分為：作品一律不准出境，原
則上不准出境和精品不准出境三類。

在列入「作品一律不准出境者」的名單中，
較1990年頒發的《建國後已故著名書畫家作品
限制出境鑒定標準》同一欄目裡多了林風眠、
高劍父和黃賓虹3人。其餘的為王式廓、何香
凝、李可染、徐悲鴻、董希文、傅抱石和潘天
壽。作品原則上不准出境者共有23人，精品不
准出境者有107人。

此次公佈的第二批名單中，作品一律不准出

境者的是吳冠中，作品原則上不准出境者為陳
逸飛和關山月，代表作不准出境者共有21人，
其中包括劉旦宅、程十髮等上海名家。

雅昌藝術網的統計顯示，吳冠中總拍品5112
件，總成交額52.1億元，成交比率71.96%。北京
藝融2011年秋拍中，吳冠中《長江萬里圖》以
1.495億元拔得全場頭籌，打破吳冠中個人作品
及華人油畫拍賣的世界紀錄。北京藝融國際拍
賣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蔣偉表示，吳冠中的藏家
主要集中在內地和東南亞，且目前很多作品都
在回流，此舉對於吳冠中作品的市場不會造成
明顯影響。

但也有觀點認為，對於近10年去世的藝術大
家作品限制出境的規定過於謹慎，因為中國藝
術品市場已今非昔比，國際流通性以及國內購
買力都大大提升。文物保護政策不僅要被動地
保守，也要有文化輸出的長遠眼光和世界胸
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12日從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獲悉，經多位中外考古學
家確認的一塊唐代回鶻王子雙語墓誌，是國內迄今為止首次發現的唐代漢
文、魯尼文雙語石刻墓誌。不僅填補了古突厥文字在東亞地區文獻資料的
空白，對研究回鶻與唐朝的關係、回鶻王國在漠北時期的歷史也具有重要
意義。

「回鶻王子葛啜墓誌」發現於西安市唐長安城明德門附近的一處唐代墓
地裡，為大唐西市博物館新近收藏。該墓誌是唐朝政府當年為安葬回鶻王
子葛啜所刻寫，呈正方形，邊長約40厘米，由墓蓋和墓誌兩部分組成。它
不僅保存完整，文字清晰，還在漢字左邊罕見地出現了以魯尼文字母刻寫
的古突厥文。

據墓誌記載，葛啜王子的家族參與平叛有功。貞元十一年（795）五月，
葛啜王子病逝於長安。墓誌漢文部分清晰可辨，記載了葛啜的父親曾幫助
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光榮家世，介紹了墓主人的祖父、父親和兄長的
名字，以及安葬的時間，並強調這次安葬由唐德宗皇帝親自安排。在漢文
的墓誌之後，又用魯尼文刻了與漢文大致相同的文字。

吳冠中作品被禁出境 國內首次發現
唐代雙語石刻墓誌

已有25歲「高齡」的馬斯特里赫特歐洲藝術與古董博覽會（TEFAF），2013年

吸引了7萬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其中包括全球最知名的國際私人藏家和機

構藏家。展會銷售態勢強勁，而成交最活躍的區域則驗證了《TEFAF藝術市場報

告》所得出的研究結論：「經濟的動盪和政治上的不穩定因素令資本紛紛湧向

『更安全的方向』，藝術市場也呈現類似景象，最強勁的購買力和最佳的表現都集

中在高端市場中最知名的藝術家作品之上。」
文：張夢薇　圖：TEFAF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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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鶻王子雙語墓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