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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交易“新纪元”
似乎人们已经开始在适应2020 年起的这个新

的时代。

时代的改变原先来自于一个还无法掌握的病

毒，虽然现在科学家已经越来越了解，发现它不

及想象中的凶狠，但是它却出色地引发出部分人

隐藏的黑暗面，借疫情的理由纷纷展现。在短短

的时间里，世界演着如肥皂剧般的剧情变化；无

论从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

之间，各种计较、各种界线；人性里因为不了解

而产生的恐惧与不安，已经彻底策动并完成了这

一场世界变化。也许最后新冠病毒改变了人们，

不只是身体，而是心理上对待

人、事、物的态度。从商业、政

治起，处处充满了猜测与怀疑，

终于冬天已过去，疫情即将缓

和之际，只见各个行业着急启

动挽回颓势。

我从较熟悉的艺术市场看

到，这些年多数画廊纷纷放下

了作展的努力，转往奔波于各

博览会招商揽客；于是习惯画

廊的收藏者，顺应变化把审美角度从与艺术作品

深谈，也转场到如网红名媛各种拍照蹭流量的节

奏。如今一场疫情把大部分交流与交易转向网络，

世界各大博览会、画廊与拍卖行也重新演练跟进，

到线上去寻找生存之路；趁机发展起来的直播技

术导致了流量优先的判断标准，如同直播带货的

消费行为。于是我们看到艺术审美的角度也跟着

改变，形成了不用见到原作只要看网上流量就可

以交易的艺术新气候。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在前

两年就已经酝酿中，当潮牌风的艺术家在社交平

台展览作品的同时，加秀出与各国明星、网红互

惠式合作，操作流量后，适时再爆拍卖高成交新闻，

再把符号卷标式的美术延伸品，让粉丝与水军去

转发传播，操作基本完成。这样的商业艺术模式，

造就人们只需认标签不需要看原作，只需要看懂

流量不需要去思考作品。新的收藏模式这几年慢

慢随网络的成熟而快速改变，去年一场疫情成了

最后一根稻草，完成了艺术交易新纪元。

这样的运作已经开始解构着拍卖行固有的思

维和运行模式，先不论好与不好，对我来说，过

往选择信任的拍卖行所给我的图录与数据，延伸

出我从网络上和实体书上搜索数据，常常是我因

为艺术而发展成的阅读。如今却有了阅读上的改

变，此时因为频繁多元的网拍，好奇心让我开始

注意到世界上许多不熟悉的美术作品，和许多因

为地缘限制不认识的艺术家们，这是我去年以来

阅读上和收藏上很大的探索转

变；纵然看不到展览与原作，

透过网络之便，都会要求拍卖

公司专家们拍摄作品各局部短

的影片与照片，以及状况报告

等相关的资料，供我交叉对照。

这样随网拍而起的新阅读方法，

除了完成我对作品了解的要求

外，也让我从去年起，在收藏

上多出了开阔的阅读和自我审

美检验的新领悟。

只是这样的要求不是大部分人的需要，因为

当代艺术作品越来越倾向适合于拍照修图上传社

交网站，这是个网上欣赏图档更甚看原作的艺术

时代，网络改变了阅读艺术品的方式，改变了艺

术品交易方式，也改变了艺术家和阅读者的审美，

今年已经成形。不仅如此，数字兴起改变的是一

场心理革命，随疫情造成的人们不安怀疑和漠视

身旁，更倾向透过网络工具，安全且轻易地与远

处交流求得慰藉。这样的行为变化已经成了日常

行为，更进一步把人们推向网络上非实体交易和

交流的文化生活状态了，过往与周边的人面对面

交流的需求消失，消失的附近成了新时代最明显

的特色，人际关系和区域关系也已走进另一个待

检验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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