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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管現代藝術部門後，你每季拍賣都
會挑選一些尚未成為市場焦點的領域
策劃專題，背後的想法是什麼？

張：因為對現代藝術部分來講，我要的
是深度。比如郎靜山，他本身是很
有深度的藝術家，但之前拍賣幾乎
沒有把他很好地展現，所以大家看
不到他的精神和價值，我覺得很浪
費。我認為你對於一項藝術本身
價值的認知，永遠應該發生在它
的市場價值反映出來之前。如果
只是市場的追捧或取巧，基本上
只是一時，而真正有價值的藝
術，才是會一直留下來的。

文：郎靜山專拍估價不高，最高是
30萬港幣，這方面你是怎麼考
慮的？

張：說實話，我這次給出的價格和
十幾年前相比，基本沒有變
動。刻意不調是因為我希望
能夠讓更多年輕的藏家可以
進來，注意到這個藝術家。
近幾年新進場的買家很多都
很年輕，他們的資金限制不
可能和老藏家去拚那些大
師級油畫，但我是希望他

們至少可以收到
一兩件大師級別的
作品。
不過雖說定價不高，好的

東西最後賣出來的價格還是會高，比如
去年的兩場紙上專題，賣得很好，當然
價格和油畫存在很大的梯度。但是年輕
的藏家，在有限的預算裡，拍賣行應該
要提供出一些管道，讓他們可以買到一
些真正能夠留得住的好作品，去明白一
些價值，所以我策劃專題的目的也在於
此。

文：去年秋拍席德進首次進入夜場，今年也是
蕭勤第一次出現在夜拍，對於夜場的選
件你是怎樣考慮的？

張：蕭勤我覺得他做極限運動的時候在歐洲的
華人藝術家裡面來講，是非常前衛的，
還有就是這張畫作和龐圖運動的聯繫，
以及這場運動對於華人藝術的意義。我
覺得很有意思，夜場其實不一定都是大
名頭的藝術家，夜拍應該提供出好的、
稀少的、值得一提的東西給藏家，這個
是夜拍真正的目的，但我不會特定一定
要大名家，夜拍對我來講只要作品的分
量夠，裡面的意思夠，就可以進來，我
會以比較學術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日場郎靜山日場郎靜山，，用鏡頭寫用鏡頭寫「「意意」」
亞洲現代藝術首場私藏攝影專拍亞洲現代藝術首場私藏攝影專拍

一眾現代藝術大師的先師、被譽為「中
國現代主義之父」的林風眠，在91年的人
生中經歷苦難，卻可用靈魂畫出人間的至
真、至善、至美。今春蘇富比4月2號夜
拍場中，將會浮動着濃濃的「林風眠氣
質」，因為，傳世最大尺幅的林風眠油畫
作，1950年代《豐收的早晨》，將在場中
現身，這幅描繪農忙場景的畫作，將帶領
人們走出林風眠上世紀50年代後的個人世
界，在現實題材中，感受他內心溫柔的熱
力。
50號的尺幅，經過對藝術家的出版及拍
賣記錄的查閱，被確認是傳世林風眠所有
畫作中，最大的一件油畫。因緣際會，這
張畫作，90年代末，與彼時剛進入拍賣行
業的張嘉珍就有過一面之緣，如今接到委
託，她笑言，整整等了20年！

現實性題材裡的現代藝術踐行
上世紀中葉，中國藝術家集體陷入蘇
聯寫實主義的規制之中，林風眠因秉持
現代主義而離開其一手建立的杭州藝
專，50年代初下放農村寫生，由此誕生
了一系列「豐收」題材作品。畫

中呈現清晨時刻，一群體格健美的農村
婦女正在喜悅地收割莊稼的場景，整個
畫面散發出快樂與祥和。與寫實性繪畫
創造出的強烈情感暗示不同，《豐收的
早晨》，林氏在形式的探討中，將單
純、愉快和平和的情緒柔和地娓娓道
來。
「經歷豐富的人生後，希望能以我的真

誠，用我的畫筆，永遠描寫出我的感
受」，是林風眠晚年時發出的感嘆，很少
見到，林氏此幅畫中女性沒有了慵懶和神
秘姿致，而是在質樸地表達着一種祥和淳
樸的人性美。其實畫家未完全陷入形而上
無病呻吟的窠臼，他的形式表達都被嵌入
最單純的情感裡，發出含蓄而高雅的氣
息。

歷史補白：五年代的林風眠
「近20年的林風眠油畫來講，市場上可

以看到的大部分是京劇、『漁獲』系列，
而『漁獲』是產生在『豐收』這個題材之
後的」，那麼，50年代的林風眠的藝術創
作樣貌為何？就

成為了林氏藝術圖譜上的空白。
針對難得現世的林氏50年代豐收畫

作，張嘉珍與部門專家查閱大量資料，
發現在上海中國畫院館藏之中，有着一
系列「豐收」題材的林氏作品，「上海
畫院和林風眠藝術研究協會聯合出版的
院藏林風眠作品集裡，我們發現林老在
50年代末其實創作了整整一批『農村豐
收』為題的紙上作品，當中多件的整體
或局部，與《豐收的早晨》十分相似，
甚至有兩件重彩，在構圖上幾乎和這件
一模一樣，可見就這個題材他作了很多
不同畫風的嘗試，最後才醞釀成大尺幅
的油畫畫作。」
在查找過程中，張嘉珍甚至檢索到當

年林風眠親書的一封信函，時為1979
年，林氏移居香港後，致信上海市委與
上海中國畫院，表示願將寄存在畫院的
105件作品悉數捐給畫院成為公藏，「50
年代末的豐收系列就在其中，所以這個

系列的畫作幾乎全部收在這批公共館藏
裡，民間幾乎很難看到。」

筆道修行 藏者公心
面對畫作，張嘉珍說，相比當代繪

畫，在上世紀老一輩藝術家的畫作裡，
總有一種跑不掉的氣質，「那個時代的
人畫畫內心似乎很平靜，整個畫面都會
很和諧。你看這張畫面的顏色，真的好
雅，那種藍和綠，是油畫顏料裡沒有
的，基本上只有在他早期的水墨裡才能
看得到。」
這張《豐收的早晨》，張嘉珍第一次看

到是在1997年，那一年走出校園不久的
她，甫進入拍賣行業，而彼時華人藝術家
的交易，亦主要在台灣。
回憶當年看到這幅畫還只是在一張小小

的照片上，轉眼間，20年過去，如今她歷
經華人藝術市場榮枯起伏，這件畫作，再

次輾轉回到手上，她給出2500萬至3000
萬港幣的估價，張嘉珍認為，收藏舊事中
有老一輩藏家的大氣，與公心。「藏家在
90年代初，以時下十萬美元向上海中國畫
院義購，目的是為資助畫院建蓋校舍，校
舍於1998年落成，如今藏家去世，遺孀才
將藏作交予委託。」
2500萬至3000萬港幣的估價，以林老
今日行情，實在含蓄，嘉珍說，因為藏家
自己平和心態如昨，本不以私利之心購
藏，今天拍場，也沒有追逐天價的投資心
態。
有人說，林風眠巨幅油畫的槌價，通常

是底標3到5倍，期待今季可以槌出「天
價」。不過，畫家的藝術修行、畫作的時
代意義，購藏舊事，令畫作本身的重量，
或許早已不是價格所能標註的了。

春拍春拍大師琴瑟和鳴大師琴瑟和鳴
2424件件郎靜山郎靜山看到現代攝影先驅

看到現代攝影先驅！！

20世紀的亞洲藝術，是東、西美學的思辨，也是歷史變局中藝術家命運的折射。今春蘇富比亞洲現代藝術的拍場

中，主管張嘉珍再度以東學西漸，從傳統中演進的學術線索，去拓寬拍場的視域，引導藏家在市場焦點之外，觀看

新的藝術價值。

4月2日夜拍，最大尺幅的林風眠，帶着上個世紀的歷史風雨冠首群英，吳大羽、趙無極、吳冠中等一眾大師與他

輝映起舞；19世紀亞洲先驅藤田嗣治，與常玉，兩位旅法大師用女體線條，在紙上對話，同場亦有台灣畫家余承堯

罕見的成熟時期大尺幅重彩，蕭勤首登夜場，並攜「東方畫會」諸君將前衛的抽象精神延續到日常拍賣。3號日拍之

前的24件郎靜山專拍—「光之繪畫」，首次以完整性詮釋出這位現代藝術攝影先驅的創造精神。

今次春拍，張嘉珍的規劃鋪陳突破市場慣性，讓媒材、地域、時間都不再是亞洲現代藝術版圖的拍場界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圖：蘇富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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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豐收的早晨》
尺幅最大的林風眠油畫夜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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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

張嘉珍談拍場規劃

■■郎靜山郎靜山《《東西橫貫路東西橫貫路》》
估價估價：：2020萬至萬至3030萬港幣萬港幣

■■林風眠林風眠《《豐收的早晨豐收的早晨》》
約約19501950年代作年代作，，油畫畫布油畫畫布，，8585..88ＸＸ123123..88公分公分
估價估價：：25002500萬至萬至30003000萬港元萬港元
44月月22日夜拍日夜拍

夜場中，作為台灣藝術家的余承堯，亦有難
得一見的六尺整張山水重彩上拍，《春盛江山
美》是畫家成熟時期作品，這一時期的作品常
被藝術研究者稱為他藝術創作的巔峰。軍旅出
身的余承堯沒有受過傳統繪畫訓練，他從地形
學出發選取作畫的視角，他將岩石和山峰處
理成延綿的結構，不過，當你站在他的畫作
前，追溯那些變化的結構和略顯誇張的明暗
時，就一定會被一種大自然的純然力量所觸
動。
而同為台灣藝術
家的蕭勤，是上
世紀華人前衛藝
術團體「東方畫
會」的倡導者，
今次以 60 年代
大幅畫作《光之
躍動 16》，首

次登上
晚拍坐席。《光之躍動
16》，估價50萬到80萬港幣，曾參與60
年代「龐圖藝術運動」的大部分展覽。60年代蕭
勤在米蘭發動國際性的「龐圖藝術運動」，旨在將
東方精神融入戰後全球抽象主義潮流中，讓東方文
明在戰後世界文明中佔有一席之地，運動影響力覆
蓋全歐，而後反之影響到台灣藝術。此次《光之躍
動》，是蕭老專為「龐圖」創作的19件作品之
一，是故從中可以觀看到非常強烈的蕭勤藝術精

神：「東方哲學、西方抽
象」。今次徵齊霍剛、李
元佳等「東方畫會」八大
響馬的畫作，將在3號日
場續力演繹。

■■余承堯余承堯
《《春盛江山美春盛江山美》》彩墨紙本彩墨紙本

此為郎靜山台
灣時期重要作
品，上有郎氏
親筆題款，當
中「壬寅」是
1962 年 ，
1960 年台灣
中部橫貫公路
通車，成為第
一條串聯東、

西部的公路系統，
1962年郎氏受邀拍
攝之，用「集錦」
法收入沿路190公
里景色。

東

西

橫

貫

路

黃山在繚繞煙雲中舞動山勢、香港的搖
艇、台灣的蘆葦，高士於勁松之下傲看俗
世，乍看之下，皆是筆墨意境，進而觀
之，才發現這一切皆非水墨營造，而是寄
託在銀鹽相紙之上，是中國攝影先驅郎靜
山鏡頭下，一個世紀的風光。
今季蘇富比10月3號日場上，難得24件
郎靜山銀鹽相紙原作齊聚而來，從最早開
始的紀實，到藝術家風格代表「集錦」系
列，再到之後發展出的「影繪」系列，橫
跨郎老90年藝術人生各個階段，由單一藏
家釋出，張嘉珍今次將之策劃專題，用
「光之繪畫」名之，組成史上首場攝影收
藏專拍，引導人們站在美學的視線上，重
新認識理解鏡頭背後的郎靜山。

製作文獻性質專冊
為從更多角度深入郎靜山，準確、透徹
詮釋出「郎氏藝術精神」，張嘉珍特別邀
請著名攝影家、學者，78歲高齡的莊靈，
參與到是次郎靜山專題製作的整個過程。
莊靈的父親曾任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與郎靜山交誼甚篤，而莊靈本身，亦是現
今少數曾與郎氏長期相處的郎靜山研究專
家。24件郎靜山作品，張嘉珍悉數帶到台
北拜訪莊靈，請她一一觀看、講評，除了
聽取莊靈站在專業攝影角度，對郎靜山作
品的評析，更獲得寶貴的第一手史料。
於是，在張嘉珍為專拍打造的100本專
冊中，內容除了美學上的分析，更將莊靈
的口述歷史轉化成文字記載其中，換言
之，這次的專冊，不僅是拍賣專輯，也是
研究郎靜山的珍貴文獻資料！這些可供後
人參閱查找的文字，是拍場之外的功課，
也直指張嘉珍的初心。
她認為，與架上繪畫相比，上個世紀的
攝影作品在拍場上很少被完整介紹，而以
往的拍場中，郎靜山的作品也只是零散出
現，「可以說目前市場上，郎靜山是非主
流的藝術家，但他的藝術非常具有深度，
只是之前一直沒有被很好地呈現，所以我
想借這次難得的24件作品，從美學、專業

攝影角度全方位詮釋，讓這位大師，重新
被看見和理解。」

從「即景」到「影繪」
郎靜山出生於1892年，104歲仙逝，張嘉
珍笑指：「他其實是19世紀的人，是我目前
做過所有前輩藝術大師中，年紀最大的一
位。」在她看來，郎靜山是上個世紀，少數
可以和世界潮流同步的中國藝術家。
首件開啟專拍的拍品，將是1928年作品

《假寐》，也是中國攝影史上首件裸體作
品，可見郎老多麼前衛！作為中國首位攝
影記者，郎老五件紀實攝影作品，寫廬山
的《危崖挺秀》、太魯閣的《六溪奇石》
等，也頗具珍貴文獻價值。
命名「光之繪畫」，張嘉珍是想點出：

郎氏作品雖是攝影，創作精神其實是繪
畫。組成專拍主體的，是一組9件山水
「集錦」攝影，以1939年創作的首件「集
錦」《春樹奇峰》為起點，到台灣時期的
《東西橫貫路》，是理解郎氏「影畫合
一」精神的最佳典範。郎氏用「拼貼」原
理，集合多張底片的景物在同一感光紙上
曝光，獲得新景，傳統水墨的景致鋪陳，
讓西方攝影有了詩性散懷的水墨意趣。
張嘉珍指出，把不同時間拍攝的底片在

一張照片中放映時，前後景致大
小比例空間感的塑造，不同光線
和顏色重組在一起時，怎樣提
取，這些問題的技術處理，都是
郎靜山的獨門功夫。
除了「集錦」，專拍中另外兩件

「影繪」作品，也鮮少出現拍賣市
場。「影繪」是繼「集錦」法之
後，郎氏50年代的探索，從中可以
感受到他極大的原創性和表現力。
《女有所思》和《獨宿學幽棲》
中，郎靜山把火柴、釣魚線，甚至
是痱子粉等實物運用到拍攝上，白
色點線在黑色的背景中行走勾勒，塑造
出更加神秘、詼諧的畫面氣質。

大師情誼的加持
這次專拍的24件郎靜山作品，幾乎

全部帶有鈐印與簽名，除了郎氏親筆題
簽，作品《危崖挺秀》、《黃山雲海》
更分別由名家郁達夫、張大千題款。
簽名、題款，是尚有餘溫的歷史細節，

隻言片語中，可目睹大師之間交誼舊事，
也正因這些承載情感的痕跡，使得每一件
攝影，都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品，情誼，
變成了對作品價值的最好加持。

蕭勤首登夜場蕭勤首登夜場
余承堯六尺彩墨氣量無限余承堯六尺彩墨氣量無限

■■蕭勤蕭勤《《光之躍動光之躍動》》
估價估價5050萬至萬至8080萬港元萬港元
（（44月月22日夜場日夜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