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種花才能得花種花才能得花，，開拓方可進取開拓方可進取，，藝術市場亦如是藝術市場亦如是，，御守一隅御守一隅，，早晚被困早晚被困。。然然，，經營成功與否經營成功與否，，交出的數字仍是九成
交出的數字仍是九成

的標誌的標誌，，誰敢不出安全牌誰敢不出安全牌？？所幸餘下一成者所幸餘下一成者，，即是拍場的氣魄即是拍場的氣魄，，不同氣質的拍賣人用不同的視角和方法
不同氣質的拍賣人用不同的視角和方法，，為市場解為市場解

語語、、再添生機再添生機。。是故是故，，善思善行者善思善行者，，更新拍場更新拍場，，用這一成打贏九成
用這一成打贏九成，，甚至是栽花種樹甚至是栽花種樹、、蔭福他人蔭福他人，，也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可能。。

蘇富比現代亞洲藝術部門
蘇富比現代亞洲藝術部門，，張嘉珍主導下的拍場性格

張嘉珍主導下的拍場性格，，即是即是「「敢破敢立敢破敢立、、為前人所不為為前人所不為」」的拓荒之人的拓荒之人，，就如去年她就如去年她

即首度將即首度將「「戰後藝術戰後藝術」」概念概念，，帶進亞洲市場帶進亞洲市場，，在每場拍賣的立論切換中
在每場拍賣的立論切換中，，她善用獨特選件眼光

她善用獨特選件眼光，，帶藏家轉換視角品讀
帶藏家轉換視角品讀

藝術藝術，，在更遠更闊的時間空間場域裡
在更遠更闊的時間空間場域裡，，也為市場開疆拓土

也為市場開疆拓土、、挖土掘渠挖土掘渠。。

於是於是，，本月本月3131號蘇富比春拍夜場
號蘇富比春拍夜場，「，「亞洲戰後藝術亞洲戰後藝術」」概念概念，，再添新厚度再添新厚度：：新水墨新水墨、、西方戰後藝術家進來了

西方戰後藝術家進來了；；趙無趙無

極大師抽象之思閃耀夜場
極大師抽象之思閃耀夜場；；而不一樣的而不一樣的「「廣東三傑廣東三傑」，」，其藝術價值亦再見新詮釋

其藝術價值亦再見新詮釋。。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時值吳冠中誕辰一百
周年，繼 2015 年 之
後，今季，吳老大作再
登蘇富比夜拍圖錄封
面，綠油油的《荷花
（一）》，帶着 1500
萬至 2500萬港幣的估
價，首次見拍。
創 作 於 1974 年 的

《荷花（一）》，荷葉
在畫面中滿映，深綠淺
綠中簇擁一株傲然荷
花，旺盛的水分與濃濃
生命力，在畫面蒸騰，
直逼人來。
此 作 ， 是 尺 幅 達

120.5×90.5公分的豎構圖的畫布油畫，也
是吳冠中最為精彩的文革時期創作。文革時
期，由於物資匱乏，吳冠中主要以小黑板改
裝的木板創作油畫，使用畫布極為珍惜，張
嘉珍指出，文革期間吳老的畫布油畫不過30
件，而畫幅超過一米的，幾乎全是為博物館

或國家委託而作，即是說，
此一時期的大尺幅布面油
彩，就是最能反映吳老創作
精神與能量之作。
她形容，畫面的肌理色彩

豐厚，而待放的花苞，點染
在不同深度的綠色荷葉之
中，在暗處觀看，就好像在
夜空中閃爍的點點繁星。
而她又指出，這件「荷

花」並未能以傳統意義的
「靜物」寫生視之：吳冠中
的作品從腳下土地出發，他
的花卉從不入室，是從土中
長出、伸向天空的，就像這
株白荷，雖生於水，卻有

根，拔地仰天、傲然自若，就是他的自畫
像！
吳老文革時期畫作，一向深受藏家喜愛，

因為雖在逆境，他的創作，卻別具力量！畫
板，就是他燒不毀的精神居所，那時的創
作，是他最苦、最樂的生命記錄。

風景如斯 看見吳冠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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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現代藝術夜場規劃：
打破區域之界

國際視野國際視野拓域亞洲現代藝術
拓域亞洲現代藝術

夜場夜場66件趙無極件趙無極 探大師抽象能量探大師抽象能量

「怎樣才能讓他們的真正價值被看
見，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出他們同等級
別、最具質素的作品放在一起觀照理
解，然後你要打破對『畫布』的執
着……」張嘉珍指出。
今春，因為蘇富比的徵件之緣，被稱

為「廣東三傑」的關良、丁衍庸、林風
眠，三位大師得以交織組合，攜手叩問
夜場。
張嘉珍的拍賣眼光裡，走進夜場的拍
件，無須價高，但作為「藝術價值」的
解碼工具，必有可以「自己講故事」的
條件。今次，她就在徵件過程中無心插
柳地幸運收集到關良、丁衍庸、林風眠
三人，跨主題、跨媒材的最為質精之
作，讓藝術見解與眾不同、個性十足的
三人，在作品中比武論道，相互解說。
「只有等量涵義及質量的精品，才能

代表出藝術家造詣所在，才能準確定位
出藝術價值的真正位置。」她按題材、
媒介交織編纂這組專題，帶藏家在更高
視線裡，去辯證藝術價值與大師精神！
串聯日、夜兩場拍賣的28件關良，
皆來自一位收藏關良20餘年的藏家，
其所藏既豐且精。去秋，他委託蘇富比
上拍的關良專題，讓藏品收穫市場的掌
聲與回應。今春他再釋藏作，張嘉珍透
露，此次之後藏家手中可能餘作無多。

三位大師 紙上共舞
這28件，張嘉珍選取最為質精的8件

放入夜拍，題材油畫、彩墨、水彩；媒
材則自靜物、風景、人物，以至戲劇兼
備，作為主軸，再按媒材和體裁的分
類，分別穿插編入丁衍庸、林風眠作
品，建立起對照觀看的坐標。
8件關良，從早期靜物油彩《花果籃

瓶》到1948年創作人生中唯一一件佛
首油畫《構圖》，可見他在西方油彩與
國畫寫意之間的琢磨實踐；隨後兩件彩
墨紙本京劇人物，與丁衍庸、林風眠形

成對比觀照；
跨至上世紀50
年代良公最大
尺幅風景油畫
《褒城石門
洞》，再到60
年代社會主義
現實主義寫實
畫作《養豬人
家》，都在在
流露出關良這
位前輩藝術
家，他對生活熱愛、純淨的赤子之心。
夜場關良兩件分別繪於1977、1980

年代的彩墨紙本戲劇人物：《小放牛》
與尺幅達94×179公分的《孫悟空大鬧
天空》，可以一探迷戀京劇的關良，他
如何用西方的線條、中國的筆墨和自我
的品格，鍛造出舞台上的萬般形象。此
二作，不僅與同場見拍的丁衍庸晚年人
物彩墨《八仙》形成筆墨之間的鮮明對
比，與旅法大師林風眠在表現精神處理
上亦可見到不同。
同好戲劇人物為題，丁、關、林三人

切入點不同，意趣亦見不同。張嘉珍解
析，關良「以戲入畫」，從客觀摹寫切
入創作，而丁氏則「以畫寫戲」，對場
景和人物進行藝術化的處理。與關良一
樣，早年留學日本的丁衍庸，他除了在
水墨、油畫中轉換，對篆刻、拓本與青
銅器設計亦有深入研究，他用學養潤藝
術，關良以人格之美入畫，最後開展出
不一樣的丁氏與良公風格。
對觀林風眠，夜場拍件有他1947年的

彩墨紙本仕女畫《宇宙鋒》，即可見到林
風眠，他在戲劇人物處理時，強烈人生經
歷的共感。因此他塑造形象微言大義，寫
舞台之外的精神內涵。就像此畫中趙艷榮
在啞奴的陪伴下，雙手高舉，衣袍飄揚，
嬉笑怒罵，雖呈瘋癲之態，但面容姣好，
眼神從容淡定，散發出正面人物的光芒。

收藏不應只見媒材
同見夜場的，亦有丁衍庸珍貴油畫

70年代《仕女坐像》及纖維板油畫雙
面作《瓶花／構圖 II（雙面畫）》，詮
釋出丁公，他在西方媒材裡，對東方文
化的思辨琢磨。
關良、林風眠真假之作密雲陣陣，丁

衍庸油畫才最珍稀，市場中人最易一葉
障目。此時張嘉珍呼籲，要釐清大師真
正魅力與價值所在，挑到好的作品，就
要首先跳出「媒材」的障礙，在各種媒
介的創作裡，用心、用眼細細觀看一筆
一畫，其背後的創作氣質與精神。
「你一定要摒棄對於『畫布』這個東

西的執着，因為收藏核心不是在『媒
材』，而是這件作品包含了多少價值的
內涵。就像這三位藝術家，他們在紙本
上的發揮，是很多畫布創作藝術家沒有
辦法達到的，所以徵集到真正有質量、
讓人能看到這點的畫作，非常難得。」
打破拍場的慣性，開闢新路，但永遠

不忘初心，在大格局中依然有細節，是
張嘉珍構建拍賣的性格所在。每一次在
跨越拍場障礙時，她都同時不忘在細節
處向藏家傳遞新的價值理念，「有些觀
點在適當的時候應該點破，讓大家看
清。」所以，一位位藝術家，在拍場經
營中，才會熠熠生輝。

東西方大師東西方大師共話共話春拍夜場春拍夜場

趙無極畫作趙無極畫作，，是頂級藏家競逐的逸是頂級藏家競逐的逸
品品，，今春今春，，蘇富比夜場推出六件畫作專蘇富比夜場推出六件畫作專
題題，，再解趙老精神再解趙老精神。。其中看點有三其中看點有三：：
紐約古根漢美術館釋出紐約古根漢美術館釋出5555年館藏趙年館藏趙

老老「「甲骨文甲骨文」」；；藍色藍色120120號號「「狂草狂草」」大大作作
的藏家的藏家，，珍藏半世紀後首度釋藏珍藏半世紀後首度釋藏，，並並
深情致信未來藏深情致信未來藏家家「「希望希望同樣喜愛這張同樣喜愛這張
畫作畫作」」，，重視收藏溫度的張嘉珍重視收藏溫度的張嘉珍，，將這將這
位藏家讀畫隨筆刊載圖錄位藏家讀畫隨筆刊載圖錄，，分享溫分享溫
情情；；俱有最長出版展覽著錄的俱有最長出版展覽著錄的8080年代年代
「「無境無境」」畫作上拍畫作上拍，，是趙老在他生前是趙老在他生前
諸多展覽裡諸多展覽裡，，最愛放入的一張最愛放入的一張。。

兩件趙老兩件趙老「「甲骨文甲骨文」」
專題以專題以5050年代趙無極開展出的文字年代趙無極開展出的文字
系列創作為起點系列創作為起點，，19519544年的年的《《山村山村》》，，
即是由即是由「「克利時期克利時期」」向文字系列創作向文字系列創作
轉化的節點之作轉化的節點之作。。該作該作，，見證了他從見證了他從
克利時期出脫克利時期出脫，，在抽象宇宙初創之在抽象宇宙初創之
時時，，生機勃勃的藝術狀態生機勃勃的藝術狀態，，亦見證了亦見證了
5050年代的趙無極年代的趙無極，，在西方藝術觀念在西方藝術觀念
裡裡，，回身向東方取經的第一個腳印回身向東方取經的第一個腳印。。
輝映輝映《《山村山村》，》，第二件第二件「「甲骨文甲骨文」」
大作大作，，為為19581958年所作年所作《《無題無題》，》，該該
作作，，是趙無極從文字表述是趙無極從文字表述、、邁向狂草邁向狂草
書寫這一蓄勢轉化的見證之作書寫這一蓄勢轉化的見證之作。。
除除100100號的難得號的難得「「甲骨文甲骨文」」尺幅尺幅，，
更為價格加持者更為價格加持者，，乃是該作乃是該作，，是紐約是紐約
古根漢美術館的半世紀館藏釋出古根漢美術館的半世紀館藏釋出，，古古
根漢美術館根漢美術館，，建立之初便以研究抽象建立之初便以研究抽象
繪畫為宗旨繪畫為宗旨，，精藏二十世紀抽象大師精藏二十世紀抽象大師
之作之作。。換言之換言之，，古根漢典藏之古根漢典藏之「「甲骨甲骨
文文」」畫作畫作，，就是具學術價值的抽象畫就是具學術價值的抽象畫
作典範作典範，，亦是見正華人抽象藝術在北亦是見正華人抽象藝術在北
美攪動風雨的歷史證據美攪動風雨的歷史證據。。這件甲骨這件甲骨
文文，，估價估價60006000萬至萬至80008000萬港幣萬港幣。。

三件三件「「狂草狂草」」舞夜場舞夜場
之後三件之後三件，，是趙老六零年代的狂草是趙老六零年代的狂草

大作大作。。從直構圖紅色從直構圖紅色《《1717..1212..6060》，》，
到被深藏五十年首見市場的藍色到被深藏五十年首見市場的藍色
《《1919..0101..6161》；》；再到源於紐約庫茲畫再到源於紐約庫茲畫
廊廊（（Kootz GalleryKootz Gallery）、）、120120號的珍貴號的珍貴
黃色橫構圖畫作黃色橫構圖畫作《《1515..0202..6565》，》，都在都在
在傳達出趙老在最重要時期在傳達出趙老在最重要時期，，施於畫施於畫
布的生命能量布的生命能量！！
首先首先，，趙氏不同時期的創作趙氏不同時期的創作，，都會都會

留下大尺幅作品留下大尺幅作品，，大尺幅之作大尺幅之作，，往往往往
就是藝術家歷經千錘百煉後的代表之就是藝術家歷經千錘百煉後的代表之
作作。。完成於完成於19651965年的年的《《1515..0202..6565》，》，
尺幅尺幅120120號號，，正是趙無極正是趙無極19601960年代經年代經
典的狂草系列代表典的狂草系列代表。。估價估價70007000萬至萬至11
億港幣億港幣，，成為今春蘇富比夜場最貴的成為今春蘇富比夜場最貴的
競投標的競投標的。。
從中國甲骨文到狂草從中國甲骨文到狂草，，是趙無極找是趙無極找

的突破之路的突破之路，，這幅這幅《《1515..0202..6565》》恰是恰是
見證了此一關鍵突破之作見證了此一關鍵突破之作：：能在畫面能在畫面
裡毫無保留地將藝術家創作的心緒見裡毫無保留地將藝術家創作的心緒見
諸畫布諸畫布，，他透過筆法他透過筆法、、空間構圖空間構圖，，將將
宛如草書的文字與心境融合宛如草書的文字與心境融合。。而這張而這張
畫更見功力之處在於畫更見功力之處在於，，120120尺幅的畫尺幅的畫
面中面中，，趙無極以黃色經營趙無極以黃色經營，，用大筆橫用大筆橫
向書刷出最具能量的畫面力道向書刷出最具能量的畫面力道，，這對這對
繪畫技術和構建能力都是非常大的考繪畫技術和構建能力都是非常大的考
驗驗，，趙老趙老，，他完成了他完成了！！
張嘉珍解析張嘉珍解析，，高明度的黃色高明度的黃色，，對於對於

東東、、西方藝術家來說西方藝術家來說，，都是最難掌控都是最難掌控
駕馭之色駕馭之色，，而在而在19631963至至19661966年初之年初之

間的年份中間的年份中，，趙無極在色彩上不斷地趙無極在色彩上不斷地
大膽試煉大膽試煉，，將高明度的黃色納入畫將高明度的黃色納入畫
作作，，成就出巨大的精神能量成就出巨大的精神能量。。
該作背後該作背後，，貼有庫茲畫廊標籤貼有庫茲畫廊標籤，，昔日昔日

趙無極的畫作趙無極的畫作，，能被彼時美國最重要的能被彼時美國最重要的
抽象表現主義收藏家與藏家認識抽象表現主義收藏家與藏家認識、、接接
納納，，庫茲畫廊就是最大的推手庫茲畫廊就是最大的推手，，作為趙作為趙
老藝術生涯最重要代理畫廊之一老藝術生涯最重要代理畫廊之一，「，「庫庫
茲所藏茲所藏」，」，是非常珍貴的著錄來源是非常珍貴的著錄來源。。

著錄最多著錄最多的的「「故土山水故土山水」」
創作於創作於19861986年的年的《《1010..0101..8686》，》，是展是展
覽出版著錄最多的一件趙老畫作覽出版著錄最多的一件趙老畫作，，尺幅尺幅
195195××130130公分的畫面上公分的畫面上，，趙老以圓活趙老以圓活
筆勢筆勢，，畫出心中山水畫出心中山水。「。「在很多趙老後在很多趙老後
期展覽中期展覽中，，他喜歡將它放在眾多抽象畫他喜歡將它放在眾多抽象畫
中間一起展中間一起展，，讓人看看他的東方根源讓人看看他的東方根源，，
知道他的畫是從哪來的知道他的畫是從哪來的。」。」是次拍前預是次拍前預
展展，，張嘉珍亦會再現昔日展覽場景張嘉珍亦會再現昔日展覽場景，，將將
之與抽象趙老作品並置展牆之與抽象趙老作品並置展牆。。
那一代出走的畫家那一代出走的畫家，，都很孤獨都很孤獨。。趙趙

老雖在他鄉為客老雖在他鄉為客，，在異域求索在異域求索，，但故但故
鄉的山故鄉的水鄉的山故鄉的水，，依舊是供養他人依舊是供養他人
生生、、藝術的給養藝術的給養，，不似同門的吳冠不似同門的吳冠
中中，，他不畫故土他不畫故土，，可東方可東方，，始終未曾始終未曾
離開他的視線離開他的視線。。
從從19541954年的年的《《山村山村》》風景風景，，再到再到

19651965年邁向成熟巔峰的狂草年邁向成熟巔峰的狂草，，及至及至
19861986年畫布山的內心大境年畫布山的內心大境，，這六件畫這六件畫
作記錄了趙無極藝術歷程裡的心語作記錄了趙無極藝術歷程裡的心語：：
他從東方行至西方他從東方行至西方，，欲學西畫欲學西畫；；他從他從
西方回到東方西方回到東方，，尋覓到了心中的根尋覓到了心中的根。。

■■張大千潑彩張大千潑彩《《伊吾閭瑞雪圖伊吾閭瑞雪圖》》

■■趙無極作趙無極作《《1515..0202..6565》》
估價估價：：70007000萬－萬－11億港幣億港幣

■■喬治喬治．．馬修作馬修作《《復熾之激情復熾之激情》》
估價估價：：120120萬－萬－280280萬港幣萬港幣

■■趙無極趙無極19581958年作年作《《無題無題》》
估價估價：：60006000萬－萬－80008000萬港幣萬港幣

■■趙無極作趙無極作
《《1010..0101..8686》》
估價估價：：
25002500 萬 至萬 至
35003500 萬 港萬 港
幣幣

因拍件數量劇增，首次地，今春蘇富比「亞
洲現當代藝術夜場」歷史性將「現代」、「當
代」板塊分割成兩天拍賣。就現代藝術板塊而
觀，拍賣體量的擴充並非簡單的疊加選件，而
是在逐漸國際化的市場趨勢中，透過選件邏
輯，為市場構建出更大視野平台，打破地區性
的界限、與其它板塊市場黏合，同時也梳理出
更具厚度的藝術價值。
近年，蘇富比亞洲現代藝術部主管張嘉珍
（Vinci Chang），率領團隊梳理歷史，逐漸建
構起「東西對話」的市場視角。她的拍場視
線，是「在時代的背景下，以國際化、去地域
性的空間角度，審思現代化過程中，東方與西
方如何相互作用」，駁論傳統「以西潤中」等
強調亞洲藝術被動西化的觀點，點醒東、西方
藝術家在創作上的對話性，建立與西方連結的
市場概念。
19世紀末至20世紀，歷史的主題是「全球
化」，透過產品、概念及文化元素的交換，帶
來國際性的整合。張嘉珍認為，彼時無論東、
西，藝術家集體面臨的時代命題是：如何突破
傳統，謀取革新。而國際間文化概念的交流，
恰好為藝術家提供靈感給養。
就像日本浮世繪的西傳，對19世紀下半葉印
象派造成啟發；20世紀初至二戰前的「巴黎畫
派」是各國年輕藝術家所組成；以及「戰後」
的抽象，她解析說，就如「龐圖運動」，更是
東方藝術家以東方精神影響世界，與西方藝術
家在精神上形成的「共識」。是故，去年開
始，她率領團隊將「戰後藝術」概念引進亞洲
拍場，逐漸梳理二戰前後東、西互動的不同模
式，強調「戰後」抽象浪潮中，東方與西方，
在更深「精神層次」的交互影響。

今春，她與團隊再拓討論範圍，戰後部分，
不僅在夜場納入與趙無極、朱德群等同屬抒情
抽象主義陣營的法國藝術家喬治．馬修
（Georges Mathieu），更推出「龐圖與零派」
（Punto and ZERO）專輯，將與「龐圖運動」
相關的「零派」引進亞洲，讓中、西藝術家共
同走進現代板塊的收藏視線。
除了早期旅美大師朱沅芷、旅法先賢潘玉

良與林風眠、旅日一脈的丁衍庸與關良等線路
的梳理；亦有戰後趙無極、吳冠中與西方藝術
家對談，以及日本藝術家藤田嗣治與印象派大
師雷諾瓦兩件女子畫作關聯對看，及至60年代
的「戰後」，則是抽象先鋒蕭勤與冷抽象代表
林壽宇等諸賢共展精神力量。

構建「戰後」黏合市場板塊
「若我們今天不將『戰後藝術』以區域性劃
分，那麼『戰後』部分藏家，就可以用宏觀的
角度來認識、收藏藝術家。同時，因為戰後是
鏈接了『現代』和『當代』，這兩個板塊也會
被黏合，『當代』的藏家就會進入現代板
塊。」張嘉珍指出。
如今，藏家已面臨挑戰。以藏家角度來看，從

前是在相對封閉的市場中選擇，現在則進入國際
性的開放市場。藏家要如何選擇作品？如何判定
作品的優劣？而亞洲現代藝術作品本身，亦不似
以前，滿足本土市場的需求即可，現在則要拓展
到國際市場。在此，藝術價值需要再被詮釋，而
藏家希望收藏到高價值含量的作品，這要市場進
入跨文化、跨區域的層面去建立。

先用水墨畫「打底」，再於其上潑灑
礦物顏料，造成山脈連綿的效果，60年
代氣勢磅礴的大千潑彩大作《伊吾閭瑞
雪圖》，估價5000至 7000萬，是今春
蘇富比中國書畫板塊，最具氣度的張大
千。
曾向公司疾呼把這件60年代大千與趙無

極1965年「狂草」大作展場中並陳，讓兩
位昔日甚有交誼的長老呼應對看，張嘉珍
至採訪當天還未收到肯定答覆，預計此計
劃終將「無疾而終」，於是扼腕一嘆，說
是「不能完成的夙願」。
為何有此一念？除了交誼之故，張嘉珍

指出二人彼時皆面對中、西相融之問，亦
都實踐出經得起考驗的解決方案。就像張

大千的潑彩，來自於西方抽象的概念；趙
無極將書寫的東方概念，帶到西方油彩
裡，她分析，一位是從現代藝術的觀點走
回東方傳統，一位是將東方傳統融入現
代，這樣的互觀，就是將藝術家放在更大
的時代視野裡去討論，在辯證出藝術背後
思考的邏輯，實踐市場對藝術品的進一步
認同與理解。
「我們針對同一個時代作品進行橫向探

討時，就能再進一步理解藝術家們在共同
的命題裡，各自的選擇。」張嘉珍強調，
在同一個時代，所有藝術家都會面對同樣
的課題挑戰，但每一位藝術家都有不同的
解決方法。因此，他們如何能突出於那個
時代，甚至成為跨越時代的藝術家？

張大千V.S趙無極 注定只能遙望！「「廣東三傑廣東三傑」」同場比武論道相互解碼同場比武論道相互解碼

■關良《孫悟空大鬧天宮》 ■丁衍庸《八仙》

■吳冠中 1974年作《荷花（一）》
估價：1500萬-250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