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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香港春拍
2020 年香港春季拍卖会终于在盛夏的七月初

完成，一连几天几家拍卖公司风风火火地把因为

新冠疫情延后数月的拍卖，以惊人的速度与纪录

完成。这也是一次在我收藏艺术近三十年的历史

里，从未有过的经历。

新冠疫情的发展，越来越清晰地指向它似

乎是针对人们习以为自然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

发出了考验。这半年随着病疫的发展，人群因

为不确定的疾病而产生不安与焦虑，进而演变

成各国之间权益上的争执与竞争。除了被旧仇

和新怨对峙的 WHO 之外，国安法执行之际的香

港，都是被引以观察与推想未

来的标的之一。而已经成为世

界三大艺术交易中心之一的香

港，每年两度大型拍卖季之春

拍，也在香港防疫情安全理由

之下一延再延后，齐聚在七月

第一周内密集进行。除了居住

在香港的居民看见作品原作之

外，绝大部分竞标者都只能在

目录图文件过目后，透过网络

去竞争。而这次拍卖行最高的挑战是如何处理

大量透过网络的实时投标，有效和准确的掌握，

都是拍卖行与买方全新的功课。媒体如同过往

对于拍卖报喜瞒忧地全聚焦于高成交额的数据

上，此次更是全面无一例外的，聚焦于常玉的

高价成交的各种描述。

在这次可能将重新规范出香港拍场新标准的

情况下，说一下我所观察到的艺术市场较未被提

到的变化：首先这次的香港拍卖似乎完全表达出

香港仍站在艺术市场的交易中心的现状，它仍未

被取代。同时也反映香港被大部分流动于此地的

财产与资金的个人与企业们，仍然视为信任并自

由流动的地方。同时香港仍能以核心位置，去观

察亚洲各国艺术市场状况，以对照出亚洲各地的

经济近况。此次所有的调整与变化，几乎只与新

冠疫情和艺术产业的荣衰有关。

就我看到此次拍卖会呈现出的艺术变化，最

明显的应该是，在香港西方当代艺术品已经可以

与伦敦、纽约无时差地上架与销售了，至于多少

留在亚洲或销回原产国则仍待观察；在这网络消

弥国界的世代里，虽然说服不同文化与立场的亚

洲艺术爱好者仍是需要时间与等待，但是以投资

的角度使有利可图的讯息让资金方进场则已经呈

现了。这两场当代夜拍新名单的年轻艺术家，作

品价值已经如同伦敦、纽约的速度一夜数十倍的

飞跃，完全与纽约、伦敦无缝接轨。当代艺术市

场一直让我困惑的先造势后定

义作品的模式，当发生在眼前

时，也让我有了不同的领悟。

我必须佩服致力于提升年轻当

代艺术家价值的一方，那是一

场勇气与资金换取时间的博弈；

同时也想着无论成功与否，当

这样的资源撤走后，艺术家将

面对如何的世界和创作。回看

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曾

井喷似的高价作品艺术家们，如今正处中年所面

临的考验，而对照新一轮高价年轻艺术家的升起，

看起来有种宿命般的循环。

艺术市场经常是各国经济状态的最末端的

反应，然而一场疫情却加快了速度。经过了几

天跌宕起伏的拍卖会后，重新排列出艺术市场

的新面向，除了艺术品的价值，也看到了拍卖行

的能力与质量，同时也调教出参与者的新思维

与态度。拿我来说这半年也逐步练就出网上拍

卖的阅读和判断方法，未参与预展和远观看着

拍卖直播，与过往二十多年来现场所做的观察，

有太多不一样的感想与心得。最强烈的感受是，

艺术拍卖会越来越像表演舞台了，当拍卖官对

着几个大视频内的竞价举牌，虚实交错间也是

一种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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