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日本導演小栗康平指導電影
《藤田嗣治》從頭至尾側面摹寫出藤田
輾轉一生，翌年蘇富比春拍場上，藤田
嗣治(foujita)《裸女與貓》收穫近4,000萬
港幣的槌音，加上4月到6月從名古屋到
兵庫，再到府中的「藤田嗣治回顧
展」，讓亞洲市場明確看到在早期華人
藝術版圖之外，還有位「和洋融匯」的
藤田嗣治。
今季蘇富比拍場，張嘉珍因緣際會地

彙集起串聯各個時期的藤田畫作，用日
場36張紙上作品與3件夜拍油畫，打造
出拍賣史上最大規模的藤田嗣治專拍陣
容，帶領藏家觀看藤田嗣治不同時期的
藝術片段。

夜場打造「不一樣的藤田風」
30號夜場中的藤田嗣治，打破拍場不外

如是的視覺體驗，不再展示小雪或是琪琪
（kiki）煙視媚行的迷媚模樣，而是力
呈現畫家藝術人生兩端的面貌狀態。從旅
法初期，在浮世繪與歐洲繪畫間找尋熔點
的雙聯作《織女與獵犬》，到經歷二戰改
宗天主教後的金箔系列畫作《岩間聖
母》，再到反射畫家戰後心境變化的《媽
媽的禮帽》，在夜拍的3件藤田作品裡，
可以品味到在畫家人生與歷史的攀纏中，
藝術轉變心靈探索之間產生出的，一種交

錯互生關係。
赴法前已經在東京藝術學校受過嚴格

洋畫技術訓練的藤田，1913甫到巴黎就
放棄入校，選擇沉浸在博物館觀摩自
學，也因此夜場這件創作於1925年的
《織女》，帶有濃烈的中世紀傳統宗教繪
畫經營意味，張嘉珍指出，在歐洲宗教畫
風中找到與日本浮世繪的連接點，也正是
藤田嗣治在「和洋合璧」探索上的開端。

金箔畫布上的靈魂歸所
說實話，以民族情感來體會，我真的

無法喜歡上藤田嗣治，思索美與醜的藝
術家，在面對善與惡時，該如何真誠地
選擇？不過，在故土經歷過二戰的藤
田，50年代再度歸法並定居，依據他喜
愛的達文西而將原本的日本名字Tsugu-
haru Fujita 改成 Léonard (Tsugouharu)
Foujita，並改宗天主教，在產生於此後的
《岩間聖母》與《媽媽的禮帽》兩件作
品裡，都可隱隱感受到畫家對回歸心靈
平靜的渴望和訴求，而前者畫中的西方
宗教繪畫語彙，也開始帶上了藤田式的
纖細線條。
此二作是藤田晚期的兩件金箔畫作，

張嘉珍說金箔畫作是藤田創作中一個非
常珍稀的系列，「這個系列開始與上世
紀一、二年代之交，後來藤田發展

出『乳白色裸女』，此系列就停止了二
十年，直到50年代再次回到法國，這個
系列才又被重拾。」金箔系列出現在畫
家創作生涯的兩端，張嘉珍也指出過去
20年來，市場上出現的藤田金箔畫作不
超過10件，「這也可以看出藤田嗣治的
資深藏家，對於這個系列非常惜售。」

36件紙上作品讀懂藤田嗣治
不同於夜場以點發力，10月1號亞洲現
代藝術日場，36件來源清楚的紙上畫作
彙集而成的「雋雅麗影」專題涵蓋畫家
所有創作階段，在張嘉珍的藝術品味與
拍場觀點裡，素描、水彩、版畫這樣的
樸素媒材，往往承載藝術家最最原初的
創作風貌，也是藏家看見、理解畫家思
想的最好媒介。
據她介紹，這批作品裡，最為珍貴的

是最早源自藝術家妻子藤田君代的珍
藏，而作品來源，在藤田嗣治專家Sylvie
Buisson開立的鑒定書裡都被標註，「藤
田君代1936年嫁給藤田嗣治，她本身就
是對藝術家畢生創作瞭如指掌的專
家。」換言之，誰珍藏了君代的收藏，
就是珍藏了最美的藤田嗣治。
在2016年開始燃燒的藤田市場熱度

下，張嘉珍不諱言今次並沒有刻意調高
拍件的估價，甚至是給出略低於市場的
標註。不過話說回來，拍件本身的質量
才是價格最真實的判斷依據，無論多
少藏家加入爭搶，最終的成交價格依
舊會老老實實地去到市場本身已有的
位置。

從「Tsugouharu」到「Léonard」
拍賣史上最大規模「藤田嗣治專拍」

20172017年年99月月2828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收  藏A22 ■責任編輯：張夢薇 ■版面設計：邱少聰

「如果有錢，就買拍賣圖錄封面吧。」
此言實在沒錯，可如偶逢一紙天價

之作，這句話也只好變成「說說而已」。
今秋夜場蘇富比catalogue的封面，就真的
很貴！8,000萬到1億2,000萬港幣的估價，
標注的正是第一代華人油畫大師朱沅芷的博
物館級壁畫鉅作——《工業之輪在紐約》，
從上次面世，到如今再被眾人看到，這件畫
作與世間暌違整整85年！

標誌華人現代藝術首段里程
創作於1932年作的這件油畫，2.14米×
1.22米的結構，是朱沅芷存世最大尺幅的油
畫畫作。有行內人言曰「如果還有哪件作品
是追求朱沅芷的藏家集體一求的，恐怕也只
有這件《工業之輪在紐約》了。」在人們咸
認「逾億」價格只有常玉、趙無極、吳冠中
才能製造的市場語態下，此言在在道出了此
次《工業》逾億估價的底氣所在：
不僅因為130號的尺幅，亦因它是標誌朱
沅芷一生藝術成就的最重要代表作，在上個
世紀30年代紐約現代美術館喬遷開幕展上，
朱沅芷作為首位受邀創作的華人藝術家，以
此作參展，在彼時華人普遍受到歧視的歷史
語境下，如此被顯見的作品卻築立起了，標
誌華人現代藝術發展史的第一個里程碑。
蘇富比金鐘辦公室的媒體發佈會上，張嘉
珍站在這張油畫前向一眾媒體介紹，1932年
紐約現代美術館重新開幕，計劃籌辦美國畫
家、攝影家的壁畫展，展示戰後美國藝術實
力，館方以「戰後的世界」命題，給予僅6
星期的創作時限，要求每位參加者，提交1
幅三聯屏，以及1幅7呎乘4呎的大作。「朱
沅芷，是當時唯一一位受邀的華人畫家，這
6個星期𥚃 ，他房門緊閉廢寢忘食，僅靠大
量的白酒支撐體力，終於完成了1件三聯屏
《旋轉木馬；日光浴者；現代公寓》，與更
加重要的這件《工業之輪在紐約》。」
張嘉珍指出，在創作油畫《工業之輪在紐

約》之前，其實朱氏已經先作兩件紙本素描
稿，以及一幅與《工業之輪在紐約》上半部

分相似的小油畫《工業之輪在紐約》，作為
大件油畫的初稿。
「受邀參展在當時不利於華僑的美國社會

環境，是非常罕見的。」換言之，為此次展
覽進行的創作，朱沅芷一定是灌注了自己全
部的心血，畫中滲透他對社會的思索、他
的音樂感、他最原創的藝術見解、他的嘗
試，以及作為一個華人藝術家，他寂寞又孤
傲的心氣，張嘉珍也解讀道，這張畫其實是
他晚期原創的「鑽石主義」理論最具代表性
的一張，「當時因為畫室空間太過狹小，他
只好經常退到畫室外的走廊裡去完成透視，
調整畫面整體結構。」

85年後再度出現
沒有跟隨拍前巡展，所有想一觀這張畫的

人，都要自訂機票前來香港。早在媒體發佈
之前獲悉消息，與主管張嘉珍討論該作時，
她就對記者驚嘆：雖然過了85年，這張畫看
上去幾乎就像新作，「因為這些年它沒有被
捲起來放在倉庫，而是掛在牆上日日與人相
對。」
除了畫作本身的condition，近一個世紀的

與世暌違，亦對價格產生重要加持。「這件
畫作在上世紀參加最後一次全國巡迴展後，
就一直掛在他唯一女兒朱禮銀家中，再也沒
有出來過」，張嘉珍回憶說：「每次到禮銀
家我都會看見它，就掛在客廳一進門那張梳
化的後面。」
90年代即已進入藝術品拍賣的張嘉珍，從

台灣到香港，經歷市場20年，與朱禮銀早已
成為相交多年的好友，對於今次有緣承拍此
作的經過，她用「無為而得之」的邂逅形
容，原來簡單一通問候閒談的越洋通話，就
已成就了此次的委託。如今年紀不小的朱禮
銀，一早規劃處理手中的父親遺作，對這
件，她更另眼看待，想趁早妥當安置，於是
就將其交付給在拍賣行業有豐富經驗，又有
多年交誼的友人，「畫家臨終前叮囑女兒一
定要為這件找到好歸宿，他希望是在美術館
裡，所以之後這件畫被收得很好。」如今面

臨最終的安置，受擾於多方面關係的平衡與
牽涉，最後還是決定將作品還原給觀眾。
是故，張嘉珍對記者坦言，自己其實也感

到多了一份責任在肩上，希望它最後能有一
個妥善歸所，「這樣，朱沅芷他的靈魂才能
真正安息，也是對他在華人藝術史價值的一
個應有的認定。」她透露就詢問度來看，美
術館與個體藏家都有，可是價格是價格，她
仍舊希望最終這件作品還是能進入華人的公
共藝術機構，因為作為華人藝術的榮耀它應
成為無論誰都能看見的公共財產。

拍場之外的感動
為了裝備這件夜拍「天王」，張嘉珍率團

隊撰文，並精心定製100套限量的鐵盒裝專
冊，以饗VIP藏家。專冊本身儼然一件藝術
品，內置的兩本冊頁除了精緻裝幀帶來的手
感與視覺之美，更含全部的草稿作品以及極
為詳實的背景資料。此外還有按比例縮小的
《工業之輪在紐約》、標注1932年2月5日
紐約現代美術館長的簽名信，帶有朱沅芷簽
名的小詩……像特寫一樣觸動人們感性的
神經。
一頁頁翻閱好像穿越到那年舊金山朱沅芷

的身邊，看這位年僅26歲的年輕人在斗室
中創作、塗抹……哪一個愛藝術的人，不會
為之感動呢？
如果說市場總是被一個個價格形容，那麼

這些對內心的觸動可能就是拍場之外的另一
層珍貴意義。

30號夜拍，與朱沅芷共同砥礪夜場的
另一現代華人藝術大師，將會是與其處
在平行時空下，卻西向旅法的常玉。罕
見於市的黑白大尺幅早期動物畫作《花
豹》，帶「估價待詢」的孤傲姿態來
了！
常玉，他讓藏家又愛又恨，可以說是
現代華人藝術大師矩陣中，最不畏景氣
波動，即使在2008金融海嘯之後，市場
全面邁進谷底整盤之際，還能挺身捍衛
市場的代表藝術家。
適逢台北史博館首展52件館藏，讓台

北土地上常玉的光熱，從3月一直燃燒
到8月。而是次晚拍的這件《花豹》，
正可以視為史博館藏常玉動物系列畫作
的補充。尺幅、色彩、年代，所建構起
來的坐標，都清晰標記出了該作在常玉
存世畫作中的獨特位置，即使不買，也
大可借之一睹常玉在黑白油彩間的情動
一剎。

珍稀的常玉花豹
估價待詢，或許是對拍賣畫作珍稀程

度與藝術價值最高的標注。這件創作於
1931年的《花豹》尺幅為93×116公
分，經過考證，是目前可流動的私人常
玉收藏中，唯一一件尺幅超過5號的
「常玉花豹」。
不僅因為尺幅再難覓，畫面左下方的
黑色背景上，常玉更罕見地題刻出了
「1931年」的創作年份，張嘉珍指出，
常玉從不在作品上簽上年份，而這件很
罕見的簽題，應是好友兼經紀商侯謝的
建議。因為有畫家親題，創作年代被毫
無懸念地確定，而在極為清晰的常玉存
世畫作統計中，這張《花豹》，被確認
是常玉「最早親題年份的動物題材作
品」！
這隻花豹上一次出現拍場還是在2003

年佳士得香港秋拍場上，彼時以4,207
萬港幣成交，而據近年拍賣紀錄來看，
2014年起常玉超過100公分尺幅的畫作
就已跨入7,000萬港幣價格台階，故對
此作的價格，蘇富比今次有極大信
心。

在墨色刻痕中品味常玉
雖無貴氣逼人的繁複色彩，這張《花
豹》卻為香港秋市帶來一場清雅的「黑白
常玉秀」，在張嘉珍的建構下，10月1日
的現代藝術拍場中，亦可見五組常玉同期
創作的小件版刻作品，拱照夜場大型《花
豹》，講述彼時常玉的心路刀痕。
《花豹》一作，花豹的身體佔據幾乎
整個畫面，同時一改人們雌豹兇狠的刻
板印象，畫者讓它如貓咪般在畫中央處
放鬆自在地翻肚戲耍，在線條的流動和
筆道的變化中，捕捉出花豹身體扭動的
可愛瞬間。特別的是，此作並非傳統意
義上的油彩繪畫，而是常玉先在畫布上
塗滿油彩，再用畫刀或者筆端刮出變化
有致的線條。張嘉珍指出，這件畫作曾
被常玉好友、中介商，亦是法裔作家的
侯謝收藏，侯氏的日記中亦可見到對常
玉此種創作方法的描述，「其實這種方
式比層層加上去的油彩塗抹更難駕馭，
因為在油彩上刮出線條必須一下子完
成，不容有改。」
「你看刮出的線條在背景顏色中若隱

若現，更增加了這隻花豹的動感。」為
彰此特點，張嘉珍特別為此畫製作出3
Ｄ數位動畫，更請來擅長於靜物攝影的
瓷器部門主管仇國士，專門為圖錄拍攝
封面，務求他以特殊技法處理，將靜止
的畫中雌豹拍出「動」的效果。
張嘉珍認為，誕生於1931年的《花

豹》創作方式和顏色應用，也極有可能
與常玉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的
一批版畫創作有關，是故預展場上的大
尺幅《花豹》，會由日場5件小尺幅的
常玉版刻作品拱照陳置，適逢5月常玉
全集的最後一冊《版畫全集》完結出
版，收盡42件存世常玉版畫，今秋蘇富
比展場裡的黑白造景，相信會是引導觀
者領略30年代常玉開創性繪畫探索的最
好去處。

若說60年代蕭
勤在米蘭發動國
際性的「龐圖藝
術運動」，是華
人用東方藝術注
入西方戰後抽象
發展的重要事
件，這場運動影
響力不僅覆蓋全
歐，而後反之又
影響到台灣、甚
至是華人的藝
術。

晚拍中的「一點動寰宇：從龐圖運動看戰後藝術」
專題，正是將龐圖的矩陣從地理區域角度歸納呈現，
不僅有蕭勤、李元佳，更將在此前放在當代版塊呈現
的日籍畫家吾妻兼治郎納入，放在具體事件中去解
讀。而近年頗受藏家喜愛的林壽宇，也以難見的白色
低限架上繪畫，展示戰後台灣華人的冷抽象。
專題冠首的是蕭勤100號尺幅的《光之躍動17》，

來自蕭老專為「龐圖」創作的19件作品，據悉此系
列畫作均以80號或50號畫布創作，唯有這件《17》
例外，130 x 160公分的尺幅，採用蕭勤經典的「天
覆地載」結構，寓載藝術家感悟到的宇宙能量。4月
春拍，同系列的《光之躍動16》即以250萬港元刷新
藝術家世界紀錄，如今尺幅更大的《17》不知會否在
半年之內重寫紀錄？

■蕭勤1964 年作《光之躍動 17》
估價:600,000 - 1,000,000 港元

一點動寰宇：戰後世界
藝術舞台中的東方魅力

朱沅芷鉅作首現
時代巨輪下看見華人藝術之光

香港秋季市場開市在即，作為亞洲市場最具指標意義的蘇富比夜場拍賣，今季勢必會燃起

更高的拍場溫度，因為，與世間眾人闊別近一世紀、博物館級別的旅美現代華人藝術大師朱

沅芷的油畫鉅作《工業之輪在紐約》，帶「逾億」的估價來到聚光燈下，講述第一代華人

油畫家在世界舞台上樹立起藝術史的首個里程碑！輝映朱氏扛鼎夜場的，還有「男神」大師

常玉100公分的珍稀《花豹》，與120號的趙無極1963年遒勁「狂草」，這些畫作意外地匯

集在蘇富比30號的夜場，必然會成為今秋最耀眼的價格標的。

不過，2014年即已開始主理蘇富比現代藝術部門的張嘉珍，依舊力堅持自己的拍賣初

心，在日、夜兩場的拍賣中為亞洲市場拓疆展域，不僅打造出亞洲拍賣史上最大規模的藤田嗣

治專題拍賣，在不同媒材的轉換中呈現「不一樣的藤田」，亦打破現代藝術板塊的區域界限，集合多國藝術家作品

組成「一點動寰宇：從龐圖運動看戰後藝術」夜場專題，爬梳呈現在現代之後的時間點上，東方藝術是怎樣「主

動」影響西方抽象，再反芻華人冷抽象發展的藝術史脈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圖：由蘇富比提供

世紀華人油畫鉅作巡禮首場夜拍世紀華人油畫鉅作巡禮首場夜拍
秋市將啟 聽見聽見FoujitaFoujita！！

■常玉1931 年作《花豹》
油彩畫布，93 x 116 公分
估價待詢

■主管張嘉珍即席講解《工業之輪在紐約》

■藤田嗣治《織女與獵犬》（雙聯作）
估價：320萬— 420萬港元

■藤田嗣治《大宮女》1926年作
水彩，估價： 26萬-36萬港元

常玉孤品常玉孤品「「估價待詢估價待詢」」
看那隻花豹看那隻花豹！！

夜 場

夜 場

預展時間：即日起至 30日
（夜拍）-30日

預展地點：香港會展中心

夜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