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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首开文物公开拍卖先河1!!!!!!!!!!!!!!!!!!
廖湘桂

笸日本东京中央拍卖控
股有限公司主席

人物名片

星星华人之

    廖湘桂在日本发展的

10年，也是日本艺术品市场

变化的 10年。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

化所造就的艺术品一直深深

吸引着我。 ”东京中央拍卖控

股有限公司主席廖湘桂表示，

他一直秉承“一期一会”的日

本茶道精神， 把每一次的展
示、拍卖都当作“一生只有一

次”的可能，投入全身心去做。

他以交流及传承文化为己任，

努力将海内外的藏家和中国

艺术品的缘份真正连结起来。

廖湘桂一直以来和西泠

印社以及日本的华人印社等

中日学界机构保持良好的互

动来往。 这些年，他举办了很

多颇受业内好评的艺术品展

览， 如吴昌硕诞辰 170周年

“缶墨东游” 特展及知远室书

画文物收藏展等。他的拍卖事

业也蒸蒸日上，2018年，公
司成功在中国香港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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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那时候正值中日关系蜜

月期，中日政府对于中国学生赴日留学
非常鼓励，还提供各种奖学金补助支持，

我当时也拿到了奖学金，从上海前往日
本留学，主修经济学。”谈及当年出国以

及与收藏的结缘，廖湘桂回忆道：“我家
之前是经营文房工艺品生意的，所以从

小就在文房雅玩方面培养出了浓厚的兴

趣，而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颇深，日本人
素来就崇尚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因此

当时也结识了不少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
日本朋友，之后又机缘巧合慢慢接触到

了古董收藏，在与这些从事古董行业的

前辈的交流中，我对古董收藏有了更深
的了解。古与今，东与西，人与物，文化唯

代代相传。”
上世纪 90年代初，廖湘桂开始在

日本从事贸易生意，特别是在艺术品

领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随着生活质
量的提升，艺术品拍卖市场逐渐兴起，

而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历史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廖湘桂逐渐萌生

了让中国艺术品从日本回流至中国的

想法。
“日本拍卖市场相对保守，古董买卖

并不公开进行。因此当时很多到日本的
朋友都在问，为什么在日本看不到中国

艺术品的公开拍卖？”2010年，廖湘桂成
立了株式会社东京中央拍卖，成为在日

本关东地区首个公开拍卖中国艺术品

的公司，首场拍卖会成交额喜人。在之
后的几年里，东京中央拍卖坚持“一期

一会”的理念，凭借优秀的专业团队，秉
承拍品来源有据，流传有序，逐渐在市场

崭露头角。
在日语中有一个词语叫“一生悬

命”，在古日语里常被武士们用作表达自
己拼死战斗的决心，直至今日这个词语

还被广为使用。现代人更多地将这个词
语用作表示“用一生做好一件事的决心

和承诺”，“我想做拍卖也是如此，拍卖能
传承至今日依然经久不衰，势必跟主事

者的决心和承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廖湘桂说。

    廖湘桂认为，艺术品值得被珍惜，艺

术之美，不止于商业投资价格，其背后所
承载的文化价值更值得被世人理解。透过

收藏与赏藏，把灿烂的艺术与文明传承下
去。

在廖湘桂看来，在上世纪 70年代，日
本的经济腾飞，当时富裕的日本人及藏家

便持续往中国内地搜寻购买艺术品，经过

了 10年的时间，日本收藏中国艺术品不
断增加。到了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

起飞，大量的中国艺术品从日本开始回

流，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艺术品的增值之
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传承。
2012年，廖湘桂特设“‘一期一会’听

茶闻香”专场，后又在各地举行日本茶道
表演，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深远

的作用。廖湘桂认为艺术一定要传承才
能更加发扬光大。刚开始时，许多人不太

了解“一期一会”的含义，其实它是日本
茶道精神的灵魂———宾主间的一次茶

聚，可能是等待了一辈子的会面，因为，

这样的共聚对参与者，可能一生只有一
次，因此主办者便要投入全身心去对待。

而廖湘桂也把这样的精神作为自己发展
事业的理念。

这些年，除了拍卖之外，廖湘桂还带
领公司组织了许多艺术展览，促进中日

文化交流，将艺术品作为中日文化交流
的媒介。2014年及 2017年，廖湘桂在香

港国际古玩展分别举办了的吴昌硕诞辰
170周年“缶墨东游”特展及知远室书画

文物收藏展，反响空前，在业界获得了良

好的口碑；2016-2018年，廖湘桂连续与
京都市美术馆、随风会合作推出特别展

览，将中国的书画、文房、瓷器雅玩在京
都市美术馆中公开展览，得到专业人士

好评。
此外，廖湘桂还携手当代中日书法交

流领军人物、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先生

共同策划“《晏方匾额百品》———童衍方先
生书法作品展”。这些文化展览对中日两

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深远的影响。
多年来，廖湘桂的公司还出版发行过

许多书籍，每一本都是制作精良，一丝不
苟。这些图书多赠与对中日文化艺术有热

情的个人或团体，用于对中日文化的交流
研究与传承发扬。

“我们一直以来和西泠印社和全日本
华人印社等中日学界机构保持良好的互

动来往，与众多学术界名人，研究界大学
者更有交流。”廖湘桂表示，他和他的团队

愿意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更多的贡
献。

    如果说当初在日本选择

公开拍卖中国艺术品，开了当
时市场之先河的话，那么廖湘

桂选择将拍卖行到中国香港
上市，更是一个创举。“我做企

业有一个目标，做到第五年的
时候，会判断它是否能够生

存，到了第八年，则要关注品

牌的成长。因而当我的拍卖行
运营开始迈入正规的时候，我

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打造这个
品牌，如何让事业更长远稳定

地发展。”廖湘桂说。
香港是艺术品贸易的重要

城市，国际公认的艺术品交易
中心之一。这里有着成熟的市

场和丰富的资源，每年有众多
艺术活动、展览在香港举行，因

而有着非常多的发展机会。
2013年廖湘桂正式进入香港市

场，并于翌年在香港四季酒店
举行首场拍卖会，拍卖范畴主

要涵盖中国书画、古董、日本茶
具与其他艺术品，这些深藏东

瀛、来源有据、流传有序的拍品
以及优质的服务让众多藏家眼

前一亮。廖湘桂希望依靠香港
的独特地位，逐渐与国际市场

接轨。
2018年 10月，东京中央拍卖控股有

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的主板上市，属于港
股少见的拍卖行概念股。“香港金融体系比

较健全、透明，我们选择在这里上市，能令

买家、卖家都更有信心。”廖湘桂坦言。为更
好地发展市场，廖湘桂与中国台湾本土拍

卖行沐春堂联合，公开征集拍品并与藏家
见面。此举进一步扩展了双方在台湾艺术

品市场的发展，建立更为深远的文化网络。
上市之后，廖湘桂去年又完成企业标

志设计并启用。这个标志与日本收藏高级
古美术品传统习惯———于木盒子外以包袱

布或布条包裹打结互相呼应。“包裹打结的
日语表达是『结び』（Musubi），中文意思为

挂勾，也有结缘的含意，这同时与日本传统
‘水引艺术’互相呼应。水引艺术文化是日

本绳结的一种，蕴藏祝福。”廖湘桂说，希望
把海内外的藏家和藏品的缘份连结起来，

既为藏家带来珍致精品，也为精致艺术品
带来懂得欣赏其艺术价值的藏家。

■ 2018年，廖湘桂的东京中央拍卖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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