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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格南攝影師伊恩．貝里
黑白攝影作品在英國展出
馬格南攝影師伊恩．貝里(Ian Berry)超過50張黑白攝
影作品於10月20日在露西．貝爾畫廊(Lucy Bell Gallery)
展出。這些作品都出自於伊恩．貝里的長期攝影項目
《The English》(1974-1975) ，該項目以一個在英國北部
長大的紀錄片攝影師的視角，拍攝英國群眾的日常生
活，這也是他40年來第一次展出這麼多幅攝影作品，包
括從未公開發表過的作品。
其實，當伊恩．貝里還在南非為《每日郵報》及

《Drum》雜誌工作期間
就已經贏得了很高的聲
譽。1960年，他是唯一一
位記錄沙佩維爾大屠殺的
攝影師，他的照片也被用
在審判中證明受害人的清
白。1962年，亨利．卡蒂艾
．不列松邀請伊恩．貝里加
入了馬格南圖片社。1964
年，他搬到倫敦並成為《觀
察者》雜誌的第一個合約攝
影師，自那時以後工作任務

原因讓他滿世界地跑，他記錄了俄羅斯入侵捷克斯洛伐
克，以色列、愛爾蘭、越南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衝突，埃
塞俄比亞的饑荒，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
伊恩．貝里，生於英國蘭開夏郡，現工作於倫敦。曾為

包括國家地理、財富雜誌、《Stern》、《Geo》、《國家
星期日雜誌》、《Esquire》，《Paris-Match and Life》等
雜誌媒體拍攝，並於2005年獲得國家攝影雜誌終身成就
獎。 文：張夢薇

贗品氾濫，一直是藝術市場
難以根除的弊端。10 月 12
日，由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
分校研發中心開發的i2M標準
認證系統在倫敦正式啟動。
i2M認證系統的原理是將顯微
鏡可見的DNA獨屬標籤貼在
作品上，與數據庫連接，形成
防偽認證。花150美金就可以
為自己的作品打造獨屬的
DNA防偽標籤，藝術家再也
不用擔心仿作大肆流通。
目前，已有包括藝術家艾瑞

克 ． 費 舍 爾 (Eric Fischl)、
Philip Halsam檔案、柏林Bruke博物館在內的二十餘名首批合作者正在等候試用
i2M系統的DNA防偽標籤。
i2M認證系統的開發歷經兩年。阿里斯產權保險公司向i2M系統開發贊助了200

萬美金，其董事長Lawrence Shindell說：「市場上對真跡認證沒有可靠的統一標
準，同樣也沒有有效機制可以阻止贗品的再生產和流通。i2M系統的誕生代表了國
際跨行業合作保護產權、杜絕贗品的趨勢。」

對贋品說「不」
藝術品DNA防偽驗證

「我們家有兩件藝術
品。」唐．盧貝

爾（Don Rubell）說。他和妻子梅
拉 （Mera） ， 以 及 兒 子 傑 森
（Jason）組成了全球數一數二的當
代藝術收藏大家。「是的，兩件藝
術品和大約4,000本書。」唐所說
的那兩件藝術品中一件是女兒珍妮
弗所作的三聯「飲用畫」，另一件藝術品是達米安．奧
爾特加 (Damian Ortega) 創作的玻璃纖維方尖碑，矗立
在帶腳輪的金屬底座上，可以像一張辦公椅一樣被挪來
挪去。這兩件藝術品充分體現了盧貝爾家族的兩個重要
收藏原則：第一，藝術品應該與其收藏者有着息息相關
的情感銜接；第二，藝術品應該是可以移動的，從而可
供家族及其創建的博物館之外的其他人士觀賞。

理智還是直覺？
1964年，唐和梅拉在婚後不久踏上了收藏藝術品的征
程。開始時，他們的常規做法就是去拜訪年輕藝術家的
工作室，同他們建立起一種私人關係，如果感覺對了，
就會一次性地購買幾件他們的作品。這種做法聽上去似
乎多少帶有一絲深謀遠慮的精明味道，但事實卻恰恰相
反，盧貝爾夫婦幾乎從未出售過任何收藏品，他們並沒
有將自己的投資套現獲利，其次，他們剛開始時四處走
訪工作室也是出於經濟方面的原因，因為當時他們並沒
有多餘的閒錢，到了後來，他們的這種做法逐漸演變成
為一種收藏購買的理念。
「在購買了藝術家作品後，我們會一直試着和他們保
持聯繫，直到他們成名。」唐說，「我們會竭力支持某
位藝術家。有些藝術家直到職業生涯後期才創作出自己
最優秀的作品，還有一些在事業起步之時的作品最為優
秀。但大多數藝術家的事業巔峰基本都處於他們舉辦第
五或第六場展覽的時期。你是更願意擁有一件賈斯培．
瓊斯 (Jasper Johns) 的蠟畫國旗，還是他晚期創作的某
件更具裝飾性的作品？我們真正想要的是藝術家們的精
髓之作。有時，我們在某位藝術家展現其創作精髓之前
就購買了他/她的作品，但仍然會鍥而不捨，因為其實
偉大的年輕藝術家並不存在，有的只是具有潛力的藝術
家。」
梅拉看待藝術品收藏事業的視角似乎略有不同。唐對
藝術家的成長持有冷靜理性的態度，而對梅拉來說，在
這一過程中，直覺和吸引往往更為重要，從而建立起與

創意源泉之間令人滿意的感情。「當你18 歲時，如果
有人向你求婚，你怎麼知道是不是應該回答『是』
呢？」她說，「只能依靠預感和直覺，這和我們收集藝
術家作品是一樣的。你必須相信擺在你面前的作品是重
要的，而且你會想和它一起生活，把它的故事講給別人
聽。」因此，當梅拉或唐說他們喜歡某位藝術家時，我
們無法確切知道他們講的是藝術家本人，還是他們的作
品。
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情感必須是三個人共享的，因

為除非梅拉、唐，現在還加上傑森都贊同，否則他們是
不會購買任何作品的。「有一次，我沒有徵得大家的同
意就買了一件作品，就那麼一次。」唐回憶道，「結果
我的日子痛不欲生，三天後不得不把它退了回去。如果
有時只有一個家庭成員喜歡某件作品，那麼這個人就需
要擁有足夠的論據來說服其他人。事實證明，很多時
候，恰恰是歷經了這種『辯論』的藝術家最終會脫穎而
出。同時，傑森的參與意味着我們選擇的藝術品具有跨
越代溝的感染力。」

跨國界的收藏
當盧貝爾夫婦談到自己涉足的新領域時，不難看出探
索為他們帶來的歡喜。盧貝爾博物館的最新巡展名為
《28 Chinese》（中華廿八人），展品涵蓋了他們自
2001年起多次前往中國選購的藏品結晶。那時他們從一
張白紙開始，既不知道該去哪兒，也不知道會發現什
麼，但那反而讓他們感到欣喜。「人們總是問我：你們
要找什麼？」梅拉說，「我會回答：我們也不知道，不
過這就是我們的初衷。」他們請了當時旅居美國的行為
藝術家張洹來做指導。盧貝爾早期的中國藝術藏品之一
就是張洹的藝術作品《1/2》。在這件作品中，張洹穿
着一個生豬胸腔肋骨，將它搭在右肩膀上，就像是一名
身穿紅色斗篷的普魯士騎兵。唐原本有一張寫有500個
中國藝術家名字的名單，在初選調研後所剩無幾。在最
初的實地考察中，盧貝爾夫婦每天從清晨到深夜，馬不
停蹄地奔波於各個藝術家的工作室。「如果你願意開誠

佈公，文化和語言根本就不是障礙。」梅拉一邊回憶自
己遠征中國的經歷，一邊說道，「我們都具有共同的人
性，大家在一起談笑風生、共度美好時光——當然，我
們對中國美食的熱愛也進一步增進了彼此之間的感
情。」
如果《28 Chinese》展中的藝術家不是來自同一國
家 ， 那 麼 這 次 展 覽 極 有 可 能 會 被 命 名 為
《Transformations》（變形）。因為其中不少概念作品
都涉及某種質變過程、濃縮行為，或是對核心材料的重
新配置。展中的《一噸茶》如題所述，是一個由壓縮茶
葉組成的黑色立方體，每條邊緣剛好一米長。梅拉認
為，「它彷彿就是中國版的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
或其他西方藝術極簡主義者的作品。」但這件抽象雕塑
本身也是個小巧玲瓏的殿堂，它充滿了精神力量，平靜
地敘述着中國的過去、它的文化影響力和古老傳統。
其他獨樹一幟的作品包括張洹的《日記》。為了創作

這件藝術品，他前往寺廟收集香灰、燒焦的祈禱紙和祝
福紙灰燼，把它們轉化成一種特殊顏料後，描繪出一名
虔誠的、在燈光下寫作的紅衛兵。來自廣東的藝術家胡
向前在他的視頻藝術作品中，記錄了他嘗
試留長髮綹、將皮膚曬黑，從而讓自己看
起來像非洲人的經歷——如果這是某位西
方或歐洲藝術家的創意作品，那麼其渲染
的色彩含義將會天差地別。在何翔宇的作
品中，他挽救了數以百計的古代木製排水
管，將它們改製成100張多節椅子，作為
舞蹈演出的道具。在另一個項目中，他花
了18個月的時間熬煮了127噸可口可樂，
創造出一些粉末狀殘留物，就好像居里夫
人從冒泡的瀝青鈾礦大桶中提取鐳，然
後，他又將這些可樂粉末製成棕色墨水，
用來繪製中國傳統風格的山水風景畫。

用心靈引導收藏
唐和梅拉談到這些來自中國的作品時熱情洋溢，幾乎
讓人誤以為中國作品就是他們終身的收藏專長。許多人
都曾有過這樣的誤解，造成這種假像的正是盧貝爾家族
藏品的浩瀚規模，以及其所囊括的無窮無盡的可能性。
「每次我們舉辦一個展覽，人們就會誤認為這些作品就
是我們的專長領域，以為我們僅僅收藏這類作品。」梅
拉說，「其實不然。我們的足跡總是追隨着我們的心
靈。」多年來，來自心靈的指導讓他們作出了不少異常
精明的決策。他們在 1978 年開始收集辛迪．舍曼
(Cindy Sherman) 的作品，購買傑夫．昆斯 (Jeff Koons)
的作品則始於1979年。
1981年，他們開始收集凱斯．哈林 (KeithHaring) 和

理查德．普林斯 (Richard Prince) 的作品。在一本為紀
念盧貝爾夫婦收藏和金婚五十周年出版的精裝紀念文集
中，普林斯如此形容這對夫婦和他們鋒銳的理解力，
「我在他們的牆上看到了幾乎我這一代所有藝術家的作
品。盧貝爾夫婦堪稱當代藝術品收藏的先鋒典範，從
1980 年代初期的作品到僅僅幾年前完成的作品，用與
時俱進來形容他們的藏品根本就不為過。我難以想像他
們是怎麼做到這些的，但他們的確做到了—— 他們的
選擇前衛但敏銳，背後是兩雙多麼浪漫的眼睛啊！」
絕大多數人的藝術品收藏是收藏家本身的某一類自畫

像，或是個人品味和愛好的匯集品。而盧貝爾家族的收
藏卻與眾不同，不僅僅因為他們選擇藏品的過程類似於
委員會決議，而非個人決定。盧貝爾家族的藏品不僅是
半個世紀以來一部生動的當代藝術編年史，同時也是他
們一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愛好。「對我們而言，藝術是

一種孩子氣的迷戀。」梅拉說，「如果
恰好又因此為世界帶來了一些改變，那
就更讓我們感到快樂無比。人們對收藏
家總是充滿了好奇心。好像收藏是件非
常神秘的事，但我並不認為它有什麼神
秘之處。收藏家不過是狂熱地愛上了藝
術而又不可自拔的人。」

盧貝爾盧貝爾家族家族收藏收藏
一種孩子氣一種孩子氣的迷戀的迷戀

半個世紀以來，盧貝爾家族是世

界範圍內不遺餘力發掘當代藝術界

的生力軍。他們對中國當代藝術同

樣情有獨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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