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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和想象中不同，抢购这一难得

的交响乐数字藏品的有很多并非交

响乐迷，更多是收藏爱好者，他们看

中的是“中国最早”四字。在朋友圈

一片“错惜擦肩”的哀嚎中，小倪师

傅是难得可以傲娇一把的优胜者。

而他能抢到这款数字藏品则纯属

“无心插柳”：“我算不上古典乐迷，

也并非资深收藏爱好者，关注NFT

是两周前的事，刚好有朋友在从事

这一领域的开发，昨天在跟我推荐

藏品时，我刚好翻到这一款，觉得挺

有意义的，所以就买了。”

在小倪看来，NFT在国内并不

能买卖，而售价19.9元的藏品，要说

作为收藏投资也不太可能，艺术数

字藏品的收藏价值应该还是在于艺

术本身，而它的稀缺性则可被视作

“限量版”，是赠送好友的绝佳礼

物。据悉，为防止数字藏品违规买

卖，在鲸探平台上，明确规定，转赠

需要持有180天以上，但这依旧是

世界上仅有的“万分之一”。

昨日，上海文旅局局长方世忠

也在队列里，虽然也没能成为幸运

的“万分之一”，但他看见的是上海

文旅的新机遇和新赛道：“这是

1929年上交录制的唱片，而且这部

作品在全世界留下的录音鲜有踪

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交响乐唱

片。这次做成NFT，虽然音质受到

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但我想收藏

的人一定是看中这一加密艺术品

的价值稀缺性、形态创新性和历史

传承性。”

让方世忠欣喜的是，NFT正从

视觉艺术领域迈向舞台艺术板块，

在他看来，这张唱片从传统方式录

制走到数字产品的转换就是一个证

明——证明以上海交响乐团为代表

的上海文化表演艺术机构正在进入

一个新的数字时代，证明中国交响

乐进入了一个新媒介时代。

本报记者 朱渊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世界

当红潮流艺术家如何“秀恩爱”？

昨天起，来自英国的涂鸦先生

（Mr.Doodle）美术馆首展邀请中国

观众来见证，他用一支不停歇的马

克笔，把高密度的墨迹从美术馆展

厅“铺展”到地铁入口，楼梯、过道

和墙面都不留空白。这个生于

1994年的涂鸦狂人，以大开脑洞又

毫无重样的作品震动互联网，展现

出绘画创意的万千可能。

涂鸦先生成名于手机互联网，

在社交媒体上积攒了超高人气，他

的全球首个美术馆个展《恋爱中的

涂鸦先生》由上海K11（chiK11美

术馆）举办，展出的108件绘画作品

均是首次亮相。

展览前部分呈现黑白两色，

以涂鸦先生的线描为主。伴随着

Mr.Doodle恋爱之旅的展开，展览从

黑白两色逐渐被填充上明亮色彩，

最后，缤纷的色彩填满整个空间，

恰如爱情之旅的幸福结局。

上海 K11被充满爱意又灵

动淘气的涂鸦包裹，为大众带来

沉浸式体验。在 K11角角落落

随爱漫游，观众可去电话亭收到

来自 Mr.Doodle的惊喜问候，也

有机会在展览中与这位鬼才隔

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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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代珍贵书画，到博物馆的

珍贵馆藏，艺术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也让NFT的风潮席卷文化艺术领

域。面对艺术数字藏品，有人追捧、

有人观望，热度伴随着质疑，从数字

化产品的开发到数字化藏品的制

造，文创的创新之路需要坚守的初

心、开拓的勇气，也要谨防被金融产

品的投机性质裹挟。

面对NFT的诸多特性，应该看

到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艺术借助科

技的力量，正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体系。以往，一件数字艺术品因易

被复制，所以难以去追溯它的创作

者，哪件是原作、谁又是赝品，难以

确权也就难以被定价。应用NFT

技术之后，虽然仍可以复制，但所有

人都可以在区块链上公开看到作品

的历史信息，谁是原创作者，谁是最

初的拥有者，何时以什么价格被转

让，因为可以确权，其资产属性和资

产价值就能够得到实现。

但也有人提出，类似博物馆馆

藏、历代名作、敦煌壁画等，之所以

难以被更多人看见，原本是受制于

物理空间的局限，数字化转换解决

了这种局限，让原本难以一见的文

物或艺术品让更多人看见，也有利

于文物的保存。但做成可售卖的数

字产品即可，为何要做成数字藏

品？若是不能得以有效监管，恐怕

会被用以投机，人为制造“限量版”，

会否将真正的爱好者拒之门外？

在推出首款NFT前，也有人这

样问，为何选择将中国最早的交响

乐唱片做成数字藏品，而非数字产

品？对此，上海交响市场总监陆菁

坦承初衷：“NFT只是我们推出的

众多数字文创产品中的一款，我更

愿意将它看作数字文创。”这张珍

贵的唱片于前年被捐赠到上海交

响乐团，陆菁一直在思索如何让它

的历史价值得到更多关注，而非捐

赠之后就被束之高阁，首推一万份

“限量版”的吸睛效应既是一种提

醒，也能让更多圈外人看见唱片的

价值。

你怎么看？
□ 朱渊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倒计时2分钟调好闹
钟，掐着秒数按键抢购，眼

睁睁看着页面从“顾客太多请等待”
转换为“已售罄”，一万份藏品在短短几秒

钟内销售一空，这是昨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
购买自家首款NFT（艺术数字藏品）的经历。
昨日中午12时，上海交响乐团发行了第一款

NFT藏品——一段2分21秒的音频，来自中国最早
的交响乐唱片定价19.9元，限量发行一万份。上海
交响几乎没有小伙伴抢到自家这份“时鲜货”，彼此
间不免调侃：“没有外挂还买不了自家东西了！”
无独有偶，也是昨日，登上央视虎年春晚的舞

剧《只此青绿》也发售了6款数字藏品纪念票，每款
限量发行4000份，同样定价19.9元，分两次上线，
亦迅速售罄。

NFT

潮流艺术家
这般“秀恩爱”

看！

艺术收藏新形式1
2 文创布局新赛道

上海交响首次试水NFT选择的

是一段2分21秒的录音，1929年由

德国高亭公司为上海交响乐团前身

上海工部局乐队录制。乐队演奏的

是西班牙作曲家法利亚《魔法师之

恋》组曲，由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指

挥，乐队首席富华担任小提琴独奏。

2020年，乐迷许慎将父亲许步

曾生前珍藏的这张唱片捐赠给了上

海交响乐团。这是文献记载中上海

工部局乐队最早的唱片，为中国交

响乐唱片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上

海交响乐队对这张唱片进行了数字

化转录。

穿越90年声音，碍于早期录音

技术的限制，原声音轨不可避免存

在噪声，乐曲伴随着沙沙声却也正

是历史的印记。上海交响市场总监

陆菁坦言：“选择将中国最早的交响

唱片做成NFT，就是希望唱片的

这份历史价值被看见。”

作为艺术收藏的新形式，NFT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在鲸

探平台推出的艺术数字藏品中，

70%来自与传统文化相关的IP，如

秦陵博物院3天前刚刚推出的文创

数字藏品铜马车等。而作为舶来品

的交响乐，推出数字藏品，却不多

见。

“数字化”是近年来上海交响乐

团的工作重心之一，上海交响乐团

数字音乐厅、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

的数字博物馆目前都已成型，《大地

之歌》等唱片也在各大平台上线了

数字专辑。

虽然首次发布的数字藏品反响

热烈，但上海交响乐团并不急于推

出下一个数字藏品。周平说：“我们

不是为‘赶时髦’或‘炒概念’，而要

挑选真正合适的、有价值的内容。

好的内容，好的技术，好的时机，自

会碰撞出新的火花。”

▼ 《恋爱中的涂鸦先生》展览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上交音乐
厅大堂曾有巨
“书”吸引观众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