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敬向张晓刚拜师

学画一年；王刚花9万元

买下明青铜太监像；张铁

林 250万买下赵之谦手

札；林依轮把清嵌螺钿罗

汉床摆放到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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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琳

由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策划并主办的持续2008年一整年的大

型文化艺术活动《介入：艺术生活366天》将于2008年1月1日正

式拉开序幕。著名当代艺术家谷文达的作品《天堂红灯》以其独特

的艺术观念和视觉冲击力成为366个艺术活动中的第一个项

目，其方案图以媒介传播的形式在元旦当天与广大市民见

面。它不仅仅是一件艺术作品的呈现，更多的是以一种艺

术的语言向大众传达新年的祝福。

《天堂红灯》方案图以中国龙的形象为主体，用数万

个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红灯笼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

的卢浦大桥、南北高架以及延安路高架整个包裹起来，

形成一片喜气洋洋的红色海洋。龙头贯穿了卢浦大桥的

主桥段，龙身自大桥开始，沿南北高架，再转上延安路高

架，直至外滩绵延20公里。

谷文达1955年出生于上海，后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国画

研究生班，师从国画大师陆俨少。1987年，他荣获加拿大“外国

访问艺术家奖”后移居美国纽约，在职业艺术家的道路上攀岩至今。

其代表作品《联合国》曾经在包括美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引起较

大争议。

他告诉记者，《天堂红灯》具有多层含义：首先，它具有强烈的中

国情节，“大红灯笼”是幸福、喜庆、富有的象征，用它作为中国的形象

使者走遍世界，宣传中国；其二，用中国文化身份与世界各地文化对

话，选择当地文化的标志性建筑与中国的形象“大红灯笼”对话，从而

形成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这样的作品要完成是非常不容易

的，它不仅需要艺术家及其创作队伍的努力，更需要艺术家与实施作

品所在地的政府、机构及文化部门之间多方面、深层次的沟通和合作。

谷文达透露，《天堂红灯》为系列作品，针对不同的国家进行创

意。首件作品由于得到了荷兰一家著名公司的赞助，通过艺术机构与

当地政府游说了近2年时间，加之2008年是荷兰中国年，至此，有望

于明年在荷兰完成，赞助金额约达200-300万美元，届时，中国的大

红灯笼将会把荷兰整个著名建筑物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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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文达"更大满足

或许会在中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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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财经
除了股市!房市"您还应关注艺术品市场

2008“艺术生活366天”启动

谷文达#天堂红灯$打头阵贺新年
"

重点推荐

艺术鉴定黑嘴

猛于股市黑嘴

“股市黑嘴固然厉害，但股

票买错了，短期抛掉的话，最多也

就是套进去30%-40％，但是，艺
术品鉴定黑嘴就不一样了，买到

假的就是一文不值，所以艺术鉴

定黑嘴比股市黑嘴更要命。”一

位曾经是股市黑嘴的受害者，也

是艺术鉴定黑嘴的受害者发表了

他对两个“黑嘴”的看法。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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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书画

%相对克隆&造假法辨识

伪者在有针对性地选用某件

名家真迹母本进行克隆性造假操

作时，会视母本、自身能力与伪品

赝制过程的具体情况，作出局部

的或替换或取舍或拼凑等等各种

各样的变通性处理。企图使伪成

品在达到个体“像”的前提下，又

与被克隆母本的外观形成或多或

少的差别。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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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 姜长城

如今的艺术圈已经今非昔比，这得益

于市场的热络和渠道的畅通，也激励着那

些蠢蠢欲动的人们放下矜持，开始对它频

传秋波，或者干脆直接冲进来“当家作

主”成为其中的一员。

现在，对于演艺界的明星而言，影、视、

歌三栖已经不算稀奇了，大胆杀入艺术界，

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风尚”。歌手艾敬、林

依轮，导演张元，“皇帝”张铁林、“和绅”王

刚等等，算是演艺界勇于“越轨”的明星了。

艾敬"拜师张晓刚一整年

歌手艾敬以一首 《我的 1997》成

名，其不乏质感的声音迷倒很多人。最

近，《预感》综合性学术联展名录上居然

出现了她的名字。据艾敬透露，她较早

就对绘画感兴趣了，大约1998年的时

候她就已经开始专业训练，2000年左右

更师从当代艺术 F4之一的大佬张晓

刚，据说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这次与她

一起参展的艺术家中有姜杰、向京、崔岫

闻等赫赫有名的人物，而明年，她居然要

在纽约做个展啦。

和艾敬相似的是张元，这位中国第六

代新锐导演受不了好友刘小东等人的诱

惑，也按捺不住要过一把艺术家的瘾，在

自家的地下室里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己

多年来积蓄的底片，然后选出一些制成

照片，在上海的M艺术中心做了个展，

还把展览名字命名为《影像透视中国》。

王刚"痴迷瓷器收藏

北京卫视有一档叫做《天下收藏》

的栏目，观众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

个男人手执紫金锤摧残别人的收藏品，

当然，前提是这个藏品被鉴定是赝品。

但这个人的“暴力”举动也着实让一些

观众神经紧张，这个人就是王刚。以演

和 而著名的他对收藏颇为痴迷，各大

拍卖会的瓷器预展上都能看到他拿着放

大镜对着拍品看了又看。王刚的重点藏

品系列是瓷器，早些时候尤其喜欢青花

瓷。据说目前他的藏品约有上百件，其

中还有一件花掉9.02万人民币在中国

嘉德拍下的明青铜太监像。

张铁林"我的好东西可多了

张铁林这位演皇帝演得上瘾的明星

也是收藏大军中的热心人。记者首次偶

遇他，就是在国贸举行的中国国际画廊

博览会。后来得知这位偶尔出没于当代

艺术展览的明星其实还是专精型藏家，

其中最专的一项在名人手札和尺牍方

面，用他的话说就是“喜欢带字的”东

西。张铁林透露，“我的好东西那可多

了！钱镜塘先生的清代名人尺牍中的精

品，大多数在我这里。”钱镜塘是晚清民

初的上海大藏家，其对于信札和尺牍的

收藏是颇费心血的一段经营，聚集了大

量的精品，并均请当时“扬帮”修复高手

精心修复过。据传张铁林还在上海有过

豪举，他曾以250万人民币的价格买下

了海上名家赵之谦《国朝汉学师承续

记》三十九通手札。

林依轮"杂食型收藏风格

年轻的明星收藏人物代表要数林依

轮，他频繁出没于各种展览和拍卖会，显

得颇为亮眼。在今年的艺术北京博览会

上记者也发现了林依轮身影，他对美国

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绘制的熊猫颇感兴

趣。他的朋友介绍说，林依轮家里还颇有

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而且其客

厅中与沙发遥遥相对的则是一张清朝嵌

螺钿罗汉床，品相极好。看来这位歌星在

收藏上还是杂食型的，主要是以自己喜

欢为标准。今年嘉德秋拍上，林依轮就拍

下一件摄影作品。

听说巩汉林、朱文、靳羽西等一干人

也是跨界家族的热门成员。可以预见，随

着中国艺术市场的进一步升温，演艺圈明

星跨入艺术圈的队伍肯定会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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