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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姚進、譚錦
屏 長沙報道）湖南(長沙)國際收藏產
業博覽會將於4月14日至17日在湖南
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屆時將重現馬王
堆漢墓女主人辛追兩千多年前大婚的
盛況。國家博物館藝術品鑒定中心主
任岳峰，中國收藏家協會副秘書長、
事業發展部主任李祥，長沙市政府副
秘書長王體澤等領導、專家出席了活
動發佈會。
據悉，「中國千金小姐—辛追的喜
帖」大型漢代婚禮活動將成為本次收
藏產業博覽會的亮點。屆時，現場將
以「時光隧道」設計方式，帶領觀眾

重返漢朝，重現馬王堆漢墓的主人辛
追16歲時與西漢長沙國丞相利蒼的婚
禮，讓國人重新擁抱馬王堆文化藝
術。活動藉再現漢朝婚禮的文化禮儀
細節，呈現婚典上的各類藝術珍品，
展現國粹之美。
此次博覽會涵蓋了珠寶玉石、工藝美

術品、古典傢具、書畫、茶酒、雜項六
大類，並設有大師作品形象館、釉上與
釉下專區(景德鎮陶瓷與醴陵陶瓷)、蘇
貓．湘虎專區(蘇繡與湘繡)等。目前，
已有國家工藝美術大師景德鎮瓷周國
楨、醴陵瓷鄧文科、宜興紫砂李昌鴻等
確定進駐大師作品形象館。

長沙4月辦國際收藏產業博覽會
再現西漢馬王堆女主人辛追大婚盛況

《風扇》油彩卡紙
1917 年作
估價：2,080 萬至 2,890 萬港元

中國藝術品市場在最近五年處於持續的調整期，
並呈現兩大顯著趨勢：一方面是以拍賣市場為代表的
二級市場逐漸走向理性，買家普遍持觀望態度，信心
指數有待回升；另一方面是文化創意產業在政府扶持
下蓬勃發展，新興的藝術消費品市場正在形成。
日前「中國大眾藝術消費習慣與趨勢」論壇在澳
門舉辦，由《藝術商業》雜誌執行出版人兼主編馬繼
東主持，特邀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
舉、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黃雋兩位
名教授共同分享內地文化市場的最新發展態勢，並在
論壇上率先披露《中國藝術消費品指數》（2015）
調研的部分重要成果。
黃雋教授從經濟學研究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藝
術品市場目前面臨的轉型問題和餐飲業類似。據數據
統計，藝術品在投資拍賣市場熱度下降的同時，消費
市場卻出現了新的發展契機。瑞士銀行最近公佈，中
國的中產階級按人口數量來算是1.09億，由此推
斷，中國正在進入藝術消費的培育和爆發期。另外，
還有一個數據來自淘寶拍賣會，買家超過50%是80
後和90後，這個年齡段可能還不算穩固的中產，但
有消費意願和購買潛力的文藝青年數量眾多。過去的
30年，中國都是以投資為主導的市場，現在轉為消
費主導，這是非常巨大的轉變。
2015年10月，《藝術商業》雜誌聯合中央財經大
學文化經濟研究院推出每年一度的中國藝術消費品指

數，這也是全球範圍內首次針對中國藝術消費品的市
場調研。該指數針對藝術領域的關注視野，從以投
資、收藏為目標導向的拍賣市場，轉至覆蓋範圍更廣
的實用消費市場，旨在解析中國大眾的藝術消費習慣
與趨勢。據指數統計結果顯示，中國大眾藝術消費人
群，30歲以下佔50%，30至40歲近三成，七五後、
八零後成為消費主力，九零後消費者也在迅速崛起；
年均收入5萬至10萬元與年均收入10萬元以上的消
費者各佔三成；最受藝術消費者關注的板塊是特色展
覽周邊產品，「創意」、「有趣」成為需求關鍵詞；
從藝術消費產品單價來看，5,000元是中端、高端市
場的重要分界線，同時，近四成消費者表示只要價格
在能力接受範圍內都會選擇購買；博物館、美術館、
電影院、圖書館與書店成為中國藝術消費者最常去的
娛樂休閒場所，而藝術展覽、藝術博覽會、互聯網、
書籍雜誌是他們獲取藝術消費品信息的主要來源；藝
術消費品購買者中，理性消費佔比近六成，衝動型消
費與品牌熱衷消費合計佔比不足兩成；購買原因中，
「個人欣賞」達83.4%，其次才是收藏與裝飾需求。
與此同時，通過對京滬超過20家藝術消費品生產方

和銷售平台的機構調研發現，目前藝術消費品實體店的
銷售總額遠大於網絡銷售；展會宣傳是文創產品的主要
線下推廣方式；機構、企業客戶消費總額佔比遠低於個
人客戶；現金支付佔比逐年下降，銀行卡和微信支付已
成為主要支付方式。 文：陳彥翀（藝商傳媒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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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眾藝術消費習慣
與趨勢論壇登陸澳門

■國家博物館
藝術品鑒定中
心 主 任 岳 峰
（右三）出席
發佈會。

譚錦屏攝

誕生至今已有110年的野獸派，代
表人物馬蒂斯無疑是20世紀最

偉大的藝術家之一。流暢的線條、迷
人的色彩和裝飾的風格，影響了後面
現當代藝術的數個流派。而華人藝術
圈裡，他依舊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
常玉、林風眠和趙無極，都曾以作品
向他致敬。
今次標注估價為一億四千萬至二億
零八百萬港元的《鋼琴課》，繪於
1923年，是馬蒂斯在尼斯早期的室內
題材作品。畫中室內鋪滿各種顏色鮮
豔的布帛，這是馬蒂斯1920年代作品
中的重要標誌，而作為畫面重心的正
是馬蒂斯最愛的模特兒——亨麗葉
特·達麗卡賀和她的兩個弟弟。

查爾·菲利道一號
馬蒂斯於1921年在尼斯的查爾．菲利道一號定居，這
是一座十八世紀的建築，其住所和畫室位於三樓，不僅
可以觀察鎮上動態，更可看到海濱的英格蘭步道。據
說，馬蒂斯被這座沿海城鎮的情調所深深吸引，過後數十
年以此為主題，創作出多幀畫作。在那些畫中，馬蒂斯有
時會故意通過陽台和窗戶，露出外面的景色和遠處的海
洋，有時則喜歡把模特兒安置在純粹的室內背景中，專注
表現人物體態。據介紹此幅《鋼琴課》是馬蒂斯在尼斯的
室內畫典例，畫面中人物姿態自然，神情專注心無旁騖的
一刻，讓馬蒂斯獨到的繪畫技藝得以彰顯。
構圖巧妙運用繽紛的圖案和閃爍的白色高光，是馬蒂
斯的「尼斯時期」畫作要素。鋼琴、房門和兩個男孩身
上豎條紋衣服的線條直挺，與紅色屏風、牆紙和地毯上
的短促筆觸相映成趣，男孩們衣服上的細長黑白圖案與
鋼琴鍵也恰好作出呼應。資料顯示，現存華盛頓國家美

術館的《彈鋼琴女孩和下棋的男孩們》與
此畫息息相關，但該畫中兩個男孩專注於
他們自己的遊戲，而此次上拍畫中其中一
個小男孩站到了亨麗葉特背後，似乎被她
的音樂迷住，另一個小男孩則坐在扶手椅
上看書。畫幅右上角牆上掛了一幅小提琴
手素描畫，是另一個對音樂的象徵。
傑克·庫沃曾細緻形容馬蒂斯在查爾·

菲利道一號的畫室：「牆紙圖案稠密，有
些怪誕，天花板也滿是畫。馬蒂斯把自己
的油畫和素描當作鏡子般掛在牆上，另外
還有米開朗基羅素描畫的複製品、他收藏
的民族面具、布藝和庫爾貝等人的油畫。
馬蒂斯添置了一些可裝卸的框架，用來支
撐他挑來做佈景的裝飾布幅，看起來就像
一個可以隨時移動的舞台。大房間裡放有
他的道具、模型和各種服裝，這樣他可以
專注於室內的創作」。

馬蒂斯與亨麗葉特·達麗卡賀
據悉，本畫中人是馬蒂斯在尼斯時期合作最多的亨麗

葉特·達麗卡賀，以及她的兩個弟
弟保羅與讓。馬蒂斯於1920年認識
亨麗葉特時她只有十九歲，在隨後
的七年裡，她是馬蒂斯最主要的模
特兒，更影響1920至1927年這
段尼斯生活的藝術和心理情緒。
在查爾·菲利道一號的馬蒂斯畫
室裡，亨麗葉特充當了各種角色，
有時拉小提琴、有時讀書、下棋、
繪畫。馬蒂斯傳記的作者希拉里·
斯普林曾談到馬蒂斯與亨麗葉特的
關係，說馬蒂斯「挑選她是因為看

上她的內在品格、她的健美身材和昂揚的氣質。亨麗葉
特比之前的模特兒年輕，卻更持重，沒有過多世俗之
氣，因此與馬蒂斯天馬行空的創作更加般配。亨麗葉特
姿態優雅流暢，一張鵝蛋臉上五官端正，舉止從容，氣
度不凡，體態堪稱完美」，據說，本系列的其他作品現
多收藏於重要博物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的作品中，亨
麗葉特的弟弟們在下棋；另外巴塞爾美術館和尼斯的馬
蒂斯博物館各有一幅，畫中都僅有彈琴的亨麗葉特一
人。

最後描繪奏樂場景的作品
眾所周知，雷諾瓦是馬蒂斯在法國南部時的鄰居，他
的畫作帶給馬蒂斯很大影響，兩位藝術家時常見面，交
情頗深。馬蒂斯於1917年第一次探望年邁的雷諾瓦，並
把他介紹給自己的親友、收藏家認識。模特兒安德莉·
于斯林更是馬蒂斯向雷諾瓦引薦，從而成為雷諾瓦生前
最後兩年的模特兒。雷諾瓦去世後，馬蒂斯依然會去探
望他的家人，並在1920年寫道：「我悠閒地細看雷諾瓦
的油畫，對我幫助很大。」馬蒂斯與雷諾瓦都喜歡在親
暱的環境下描繪彈奏音樂的人物，這是馬蒂斯早年就很
重視的主題。

蘇富比表示，亨麗葉特的藝術細胞
和感性的一面令馬蒂斯迷，並讓他
想起自己與家人沉醉於音樂之景象，
見於其數幅早期作品。《鋼琴課》和
同系列的其他作品是馬蒂斯生前最後
一組明確描繪奏樂場景的作品，它們
結合音樂與藝術，呈現馬蒂斯發自肺
腑的熱忱，是其一生中最無拘束、最
具生命力的作品之一。

在2016年伊始，市場正在濃濃寒意中瞭望今春，在香港農曆新年過後即將上

演的大戰之前，首先進入眼簾的依舊是倫敦2月的蘇富比夜場。戰情如何無從

預測，但是日前九幅印象派、現代及超現實主義畫作已經悄悄來到了香港。在

金鐘的蘇富比藝廊的展廳中，九幅作品均是2月3日晚拍的明星拍件，相較於

華人新貴藏家偏愛的印象派大師如梵谷，不得不說，今次的弗朗西斯·畢卡比亞

(Francis Picabia)讓人眼前一亮，這位由立體主義轉向超現實主義的20世紀畫

家，將有罕有機械元素構圖作品參戰。

不過，最亮眼的，還是這件掛在展廳主牆正當中的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鋼琴課》，此幀畫作在私人藏家處收藏 85 年後的今春重現拍場，成

為今季倫敦晚拍中估價第二高的拍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資料及部分圖片提供：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

野獸與音樂
馬蒂斯《鋼琴課》
再現倫敦春拍

記者手記：
超現實主義部分的一件小尺幅畢加索

作品《人物》，估價一千一百七十四萬
至一千七百六十一萬港元。同時，《風
扇》畢卡比亞於其達達時期所創的罕
見、影響深遠的機械師經典畫作，當中
描繪的風機具有明顯的女性特徵。畢卡
比亞所運用的機械形態以及從中喚起的
情感聯繫，為其對藝術在現代工業化時
期的角色理解打下重要基礎，估價為
2,080 萬至 2,890 萬港元。

■亨利·馬蒂斯

畢加索作品《人物》
估價：1,174萬至1,761萬港元

亨利·馬蒂斯畫作《鋼琴課》
1923年作
估價：約1億4,000 萬至 2億800 萬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