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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rtprice不久前發佈的《2014年度全球藝術市
場報告—東西方之間的對話》中關注到青年藝術家
板塊。藝術報告分析，在中國，青年藝術家的市場
穩健上升，新老藏家紛紛進入青年藝術家作品的收
藏領域，目前體現出來的剛性需求較為旺盛。當代
藝術板塊在拍品匱乏、市場資金量不足的情況下，
新老資源的更替現象愈加明顯。同時市場也一直在
探尋新的增長點，當代藝術品拍賣中的重點從一線
高價藝術家開始逐步向青年藝術家滲透，因此青年
藝術家在本年度能夠穩健上位。
數據顯示，在中國地區，僅在2014年度，幾乎各
大拍賣行都推出了相關的活動和專場，多位青年藝
術家刷新了個人作品拍賣紀錄。
同時，在西方藝術品市場中，雖然現代藝術及戰

後時期藝術佔據了市場的核心，但是青年藝術家還
是以傲人的姿態出現在領獎台上。在西方藝術品市
場中，這些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的青年藝術家已經
成為當代藝術之星，他們更是享譽盛名的文化機構
和勢力最龐大的拍賣公司渴求之人。其中以藝術家
陶巴．奧爾巴赫，呂西安．史密斯，亞歷克斯．以
色列，奧斯卡．穆里略，大衛．奧斯特洛夫斯基，
雅各布．凱斯賽，伊斯雷爾．朗德，丹．里斯，帕
克．伊藤等最為突出。
藝術報告也同時顯示了這些青年藝術家在西方獲

得關注的共同點，生活在兩個西方市場的重要樞
紐：美國或英國。也有數據表明，在一個重要的專
場中幾乎會有超過20%的新藏家入場，而這些新藏
家在競拍中更加明顯表達出自己的收藏性格，並且
對於同時代的藝術家有着更多的關注，顯然拍賣公
司也正在越來越努力地做出這樣的新銳專場。正如
藝術品市場專家龔繼遂所言，在第一市場領域，眾
多畫廊都非常自覺地致力於市場的拓展和資源的整
合，都在尋找新的藝術家和新的風格。統計表明，
中國的青年藝術家的作品收藏價值並不太高，僅是
西方年輕藝術家的十分之一。中國「80後」其他藝
術家的市場價位普遍處於10萬美元左右，西方
「80」後青年藝術家的市場價位在30萬美元左右。
也正如藝術報告所指出的一樣，受到當代藝術板

塊調整的影響，以及
藏家收藏趣味和風向
轉變的原因，使得青
年藝術家在市場中得
以表現。甚或是富豪
們對於藝術品市場中
的遊戲心態，市場對
於青年藝術家的青
睞，已經讓這個板塊
成為炙手可熱的部
分，但是誰能成為下
一個安迪沃霍爾和齊
白石，還需長時間的
檢驗。

2015年春節後，經歷了2014年大爆發的郵市中部
分品種出現價格跳水，不過總體而言，市場氣氛仍
然活躍，小版票、小版張等板塊熱度不減，成交火
爆。專家建議，對於如三輪羊票等題材較好、具升
值潛力的品種，節後價格回落其實是入手的好時
機，另外對於表現搶眼的小版票和小版張也不妨多
加關注。
數據顯示，去年年底市場成交活躍的部分品種熱

度已逐漸退散，紛紛出現回調走勢。相對比年後價
格跳水的熱門品種，小版票這一板塊的熱度不減反
增，大部分品種表現突出，如「地球日」小版票上
揚到36元，價格較去年甚至呈翻倍上漲。
有關專家建議，集郵愛好者可適當關注這一板塊

當中2014年發行的新品。「新品表現都不錯，基本
已濾過泡沫價格，市場表現都是穩中有升，預計後
期行情依舊向好。」集郵專家王立均說。
此外，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板塊便是小版張。作為

郵市交易的重點板塊，小版張也出了不少黑馬品
種，其中多是2014年發行的新品，如「司馬光砸
缸」小版、「華南虎」小版、「綠絨蒿」小版、
「城市建築」小版和「中國名亭」小版價格分別漲
至高達95元、70元、75元、160元和185元的價
格。
據介紹，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主要有三輪馬小版

和「中華孝道」小版，漲幅可觀，三輪馬小版的價
格較面值翻了近10倍。

除了磅礴的收藏，李笠讓拍賣圈裡的人敬佩的還是
來自於他的自創品牌——「帽哥陪您看預展」，

在這個微信平台上，以行家看預展的方式，第一時間
將預展觀感分享到互聯網的平台上，每一篇「帽哥陪
您看預展」的點擊量都超過萬次。
「這件潘天壽《荷塘翠鳥》從其本身以及性價比來

看，再加上真實流傳有序的故事，用任何語言來形容
均屬多餘」，這段話出自於帽哥陪你看嘉德預展的點
評之中，這件收錄於即將出版的《潘天壽全集》中的
作品，估價僅為380至580萬元，但是最終被李笠收入
囊中的價格卻高達1,656萬元。而從現場的競拍情況來
看，這件作品的競拍者不在少數，其中包括本季拍賣
中「最任性」的超級買家劉益謙。
「一千多萬買下這件潘天壽的作品，在拍賣前，確

確實實是抱着一種好的作品的心理去推廣的，甚至在
拍賣前夕，我們幾個人還在商量哪件東西比較值得
買，我當時給朋友們推薦的還是本場的潘天壽的書法
手卷和這幅繪畫手卷。後來的拍賣情況你們都在現場
看到了，確實是劉益謙舉到了落槌的前一口，競爭比
較激烈」，直到現在，想起拍賣現場的情況，李笠還
如此緊張。

老藏家的心理陰影
「現在想想在2014年，首先
必須承認的是市場中好多近現
代大師的作品價格都受到了衝
擊，當然對於我個人而言，也
並沒有說刻意去買哪一個藝術
大師的作品，還是以齊白石、
潘天壽、傅抱石、黃賓虹、林
風眠等人為主。整體的來講，
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尤其是
藝術品市場連續調整了兩三年
的時間，這個時候所謂適合買
的東西就是你看上的作品，去
考慮這張作品是否讓自己感到
心情愉悅，符不符合你的收藏
標準，價格是否合理的就可以
了」，回憶2014年在特殊的經
濟環境下，李笠將自己的收藏
核心標準鎖定在「合理」與
「喜歡」之間。
而在李笠對2014年秋季拍賣
中的重點藏品的梳理中，不難
發現他並非一個容易衝動的藏
家，這其中也和他背後強大的

智囊團有關係，但是如果從李笠早幾年的清單來看，
他的這種對於市場的把控和敏銳度是他如此理性的原
因所在。但是在李笠的個人收藏經驗中，也自然地要
面臨到一個「邊緣化」的問題，這樣的一個問題也是
進入收藏和拍賣的老買家和藏家所難以克服的「心理
問題」。
「2007年買康有為和郭沫若的作品，和現在的市場

價格相比較，早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的價格
我已經不能接受了，我覺得太貴了，我相信任何一個
經歷過當時市場的藏家都會有這樣的心理，感覺買不
動了，實際上我們知道以後這些人的作品只會越來越
貴，但是作為老藏家來講，已經難以出手競爭了」，
在對於老藏家普遍存在的這種「心理」問題中，李笠
指出這就是老藏家被越來越邊緣化的原因。
「就以我的藏品為例，徐悲鴻的這件《七喜圖》，

是我當時在保利拍賣中以三千多萬元的價格買到的，
除了這件作品，我也有徐悲鴻很多別的重要的作品，
但是唯獨我沒有徐悲鴻創作的馬的作品，毫不避諱的
講，從2007年進入這個行業中，我就一直希望能擁有
一匹徐悲鴻的戰馬，但是一直未能如願，恰恰是因為
我在這個過程中，感覺到作品越來越貴了，每當我在
參與競拍的時候，特別是到了最後幾口的競爭時，我

的團隊就會告訴我不要舉
了，太貴了，到了2008年的
時候，可能已經達到了200萬
元的價格，我買不下來了，
2009年的時候，已經到了380
萬的價格了，2010年的時候
有可能到了500萬元的價格，
那個時候我可能會花錢買一
張接近過億元的傅抱石等人
的作品，但是就是過不了心
裡的坎兒，對於徐悲鴻的
馬，我是一步追不上，步步
追不上，所以直到現在我還
是沒法擁有一張徐悲鴻的
馬。」

初入行信賴專業
在李笠所表述的故事中，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早期藏家
的影子，而這並不是只能靠
着藏家個人的覺悟就可以過
去的一道溝。也正是在這樣
的「心理陰影」中，李笠敏
銳地看到，今天的藝術品市

場缺少的不是錢，老藏家和買家手中的錢不少，但是
由於有這種「心理陰影」存在，導致了市場中的活躍
度不高，這個時候需要引入的是拍場新人。
「我突然醒悟到，我是不是要成立一個具有公信力

的機構，來吸引更多的像我一樣的企業，包括在2014
年市場調整的時候，行業內的所有人都說這個市場太
缺錢了，在我看來並不是缺錢，缺的是新人進來，可
以說是這幾年以來，正是因為圈內所有的行家看到市
場調整的情況下，大家都沒有信心了，沒有信心的話
就不可能影響圈外的企業家進入市場，甚至還會給這
些即將進來的人帶來負面的影響」，而決定要做「帽
哥陪您看預展」，也是出於這樣的一個想法。
對於李笠而言，他自己進入到收藏圈子依靠的是資

深藏家朋友的幫助，而對於想要進入圈子的人來講，
李笠十分明確的知道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不僅僅是
專業的鑒定，更加需要的是一個具有公信力的人或者
是機構的指引。回溯到2007年，李笠入行不久，結識
了行內公認的康有為書法研究專家們，「那時，每當
我想買康有為的作品，都會聽取他們共同的意見，意
見統一我就購買，意見不統一我就放棄。同年，我還
結識了郭沫若紀念館的專家，凡是拍賣圖錄中出現有
關郭沫若的作品，我都提前先拿拍賣圖錄去紀念館請
教東西是否『靠譜』，證實『靠譜』後，他們再陪我
去預展現場看作品原件。可以說2007年市場上出現的
康有為、郭沫若的真跡大部分都被我買到。」
通過三年的努力，李笠基本熟知了近現代書畫方

面，相關領域被認可的權威，他便開始大量購藏近現
代大師書畫作品。「選擇一個人品好的，真正懂行的
圈子對於任何一個進入藝術品領域的新手都很重要。
這也是我這八年來唯一努力做的事情，即怎樣借用老
藏家、行家的眼力與經驗，走一條正確的捷徑。」
對於請專家把關，李笠說：「不要輕易相信所謂的

專家，請教專家前首先搞清楚他的研究領域。讓徐邦
達鑒定近現代，讓傅二石看李可染，這就完全驢頭不
對馬嘴了。」李笠強調，正所謂術業有專攻，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研究領域，這一行沒有一個人能全面掌握
所有藝術品以及不同大師作品風格、特點等。
李笠分析，專家往往有兩種是可靠的，一是博物館

級的專家，二是市場中磨練出來的專家。「前者接受
過專業的美術理論教育，審閱過無數國寶級的藝術
品；後一種專家很多都沒有接受過專業的美術理論教
育，都是在市場中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老手，有的從學
徒開始，有的是從『倒畫』開始，他們中的無數人都
是從吃虧中開始成長，鍛煉出他們自己的一套極為實
用的藝術品鑒定方法。結合兩方面專家的意見，再做
自己的分析。」這就是李笠的捷徑。

�

2015，
小版票小版張
表現搶眼

記者手記

Artprice：
青年藝術家市場
穩健上升

通過對活躍在拍賣場中的藏

家「收藏清單」進行梳理，不

僅可以一窺他們個人的收藏品

味， 亦能從他們的競拍興趣和

方向中，嘗試看到這一門類的

下一個市場熱點。同時這些大

藏家的個體購買經驗和經歷，

是一個個鮮活的個案，幫助後

進市場的「年輕」藏家指引路

向。「帽哥」李笠，一個在朋

友圈強勢刷屏的超級買家，現

分享他8年來的收藏心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夢薇

李笠李笠
88年收藏經驗談年收藏經驗談

■李笠2014年新藏品系列：潘天壽《荷塘翠鳥》
成交價：1,656萬元 中國嘉德2014年秋拍大觀夜場

■李笠收藏林風眠《小薇》，是迄今為止看到的林風眠極少有確切記錄的人
物畫。

■李笠藏品：徐悲鴻《七喜圖》成交價：
3,220萬元 北京保利2012年春拍

■超級藏家李笠

■復旦大學小版票

■賈靄力作品《瘋景1號》
2015年秋拍拍出青年藝術
家行列中的「天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