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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如
燕 
：
下
一
个
十
年
之
约
，

我
准
备
好
了

1957年出生于天津；1977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中国画，

1980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

博士生导师、当代工笔画协会副会长。

他的工笔和写意人物画作，饱含温馨的人文主义情怀。他在新的

语境下完成了中国人物画从古典到现代形态的转型。他创造了一

个审美典范，对中国当代文化建构和 30 年来的中国美术发展产生

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何家英
 国画家

在将数字化信息化与艺术融合的探索中，雅昌一直深入关注艺术家的艺术价值，

充分发挥在基础艺术服务领域的技术优势，整合多方资源，为艺术家量身定制“百

科全书”式的“艺＋”服务体系，提供从数字资产管理到出版、展览策划以及

媒体传播等综合服务。本期，我们走进艺＋中心华北区艺术顾问李如燕，聊聊

她与雅昌的十年，聊聊工作中她与艺术家何家英的故事。

北京的六月很是闷热，让人倦倦的，完全没有动弹的欲望。接到

采访任务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李如燕，希望可以有一次面对面的

采访。作为艺＋艺术顾问的她很是忙碌，日常工作几乎都是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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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赶上年中有销售业绩的考核，透过电话，

我都能到感觉到她语气里忙碌的节奏。恰

巧，第二天周四是部门例会，所以她才有

时间待在公司，她希望可以赶在一起完成。

如约在艺＋四层办公区见到了李如燕，刚

开完例会的她匆匆向我走来，贴心为我递

上矿泉水，“我们去接待区那里聊吧，很

安静”，典型的北方姑娘，干脆利落。

雅昌算是我第二个家

2008 年，北京的 798 如日中天，在外界

眼里，这里就是“艺术”的代名词。这一年，

李如燕从西安美院毕业，独自来到北京，

和大多数学艺术的毕业生一样，李如燕选

择到 798 一家画廊工作，期待着可以和艺

术家近距离接触，实现在校园里憧憬着的

艺术梦。但当时北京的艺术品市场正处在

非常混乱的时期，大多数艺术画廊也并非

想象中的具有发展前景，运作机制等都不

完善。通过 26 天的实习，李如燕发现这

份工作与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相距甚远。

用她自己的话说：机缘巧合，我来到雅昌，

一晃，十年了。可仔细一想，真是一种幸运。

为艺术家提供“管家式服务”

从进入雅昌工作，李如燕就在艺＋中心，

“不能说不”和“有求必应”的理念，是

为艺术家服务时必须遵守的准则。对于李

如燕来说，以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随时等

待艺术家的电话指示是她的工作常态。何

家英老师与雅昌结缘多年，是雅昌的重要

客户。李如燕来雅昌的十年，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也是与何家英老师（以下简称何老

师）结缘的十年，合作中，她有过迷茫、

有过挫败，相伴而来的，也有喜悦与收获。

问：与何老师多年的接触中，你最大的收

获是什么？

最开始进行何老师的项目，就是负责他在

雅昌艺术家官网的信息对接。从个人简介

的整理，资讯、展览的更新，作品的上传，

到出版物的整理……每一项工作看起来很

简单，但也很繁琐，我们指尖轻轻一点的

事儿，反馈给用户就是他们对何老师的深

刻感知。刚毕业做事很多时候都是毛毛躁

躁的，与何老师接触多了，他对艺术那种

精益求精的态度，对我有很大影响。每次

对何老师官网内容做调整，老师创作时那

种专注和谨慎都会萦绕在我脑海里，让我

不自觉地就对自己这种“上传”工作多了

一份敬畏心。我觉得这十年就是一个在榜

样下不断审视、修正自我行为的修炼过程。

问：现在回想与何老师这些年的合作，有没

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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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两件事记忆犹新。

刚接手何老师的时候，有一次老师着急要

一批名片，早上 8 点多告知我，说下班前

就要给到大使馆，非常紧急。没有提具体

要求，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我只能凭手

上仅有的资料完成。通过和各部门沟通、

协调，我找到很久之前何老师在雅昌做过

的一个名片样式，用以确定名片信息，因

为何老师是中国美协副主席，高度在那里

摆着，设计风格、纸张、名片盒选用等都

要和设计反复探讨、比较，最终制作出符

合老师身份的名片，交到大使馆的时候何

老师很满意。

现在看可能是很小的一个事情，当时真有

“打仗”的感觉，那时刚到雅昌工作，对

印刷方面很多工作流程、环节也都不熟悉，

对处理紧急问题的把控也不成熟，但作为

唯一对接人，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你去向老

师发问、请教，因为他在使馆处理更重要

的事，只能靠自己快速对要求做出反应、

马上解决、交出成品。过去，老师都是教

过程最重要之类的，事实是结果同样重要，

甚至更重要，因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其

实就是对过程的一种肯定和展现，而且不

用辩解，眼见为实。

信笺授权书，是认可，更是托付

另外一个就是“服务授权书”。与雅昌其

他艺术家客户不同，何老师将他个人很多

原作都交付给雅昌进行保管，并以授权方

式提供给雅昌进行展览、出版等所用。目

前为止，何老师在雅昌的授权书加起来得

有 10 多厘米厚了，何老师每次都以古人

书信方式手写，工整、干净，很亲切，也

有一种庄严感，这是老师对作品的托付，

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鉴证备案的成功离不开何老师的

鼎力支持

2013 年，作为首批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

雅昌在艺＋服务基础上，推出“中国艺术

品鉴证备案”，从艺术品源头出发，由艺

术家本人对原作进行鉴定、对艺术品进行

物理检测并备案、艺术品认证等措施，为

每一件艺术品建立唯一、权威的“身份证”

信息。

李如燕表示：何老师从鉴证备案建立之初，

就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为鉴证备案

做了很多推广，这是何老师对雅昌打造“建

立权威艺术品‘身份证’，为中国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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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有序、艺术品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高度认可。2013 年

5 月 29 日，雅昌艺术网联合北京保利拍卖与何老师，在保利预展现

场进行鉴证备案。对此次保利春拍中的三幅何家英作品进行数据备

案，由何家英亲自鉴定，并由雅昌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中心进行技

术备案，出具防伪作品鉴定证书，同时鉴定备案的数据将存入中国

艺术品数据库，向全球公开查询。

十年雅昌，勾勒青春走过的轨迹

采访最后，我问李如燕：从客服，到管理，再回到一线为艺术家提

供服务，十年雅昌人，简短总结在雅昌的日子，你想说些什么？她

略微停顿，声音里多了一份激动：我觉得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能量

体，雅昌是积极、乐观的，所以也传递给员工这样的精神。从毕业

到现在，我一直“窝”在雅昌，是因为在这里我能享受到很多乐趣，

这个平台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在工作中不断成长、成熟，并逐步

成为一个更加专业的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能量体，我

也希望通过自身并不强大的能量，传递出一种对工作的热忱、对生

活的热情、对同事的关爱，让我们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好！

年轻时，怀揣激情，天生我材必有用，豪情万丈；年长后，宠

辱不惊，闲看庭前花落花开，去留无意。对李如燕而言，雅昌，

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这里是她梦想开始的地方，是她事业前

行的基石，也会是她未来前进的方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与雅昌的下一个十年，她准备好了。

·采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