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艺术品成为大众消费
书画复制品市场暗香袭来

文 / 王申娜

在收藏市场上，艺术品

原作动辄百万千万元的成交天

价，令绝大多数消费者望而却

步。如果说隔墙窥珍品，已经

不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那

么我们如何接近艺术呢？仅仅

是教科书上面的小照片？还是

电视里面100多线的清晰度？

近日，记者了解到，深圳的企

业已经开始投身艺术品的投

资，艺术复制品随着文物古玩

收藏的升温开始涌现。

含“金”量颇高的复制品

不知道敏锐的鹏城人有

没有发现，这些日子，福田

区雅昌艺术馆这间原本就很

新的展馆又在装修。更令人惊

讶的是，其一楼的展厅里悬挂

着很多画作，其中不乏名师大

家的作品，但是价格却很平易

近人，几百元就可以搬回家挂

着。据雅昌艺术馆的媒介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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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研发的高仿真书画复制品的初

衷。”桑春道。

在西方发达国家，西方的油画特别是

“名画”，动辄几千万美元，大众是无法

购买的，但精品的东西又是许多人所喜欢

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画家本人(或著

名的博物馆)会复制一些原画，画家签上

自己的名字，限量发行。像西方的油画就

是这样，一般有画家的亲笔签名，画家会

将这些仿真的画送给好友。一些收藏者会

买这种画挂在家里欣赏。这种有画家签名

的仿真画，特别是限量发行的，价格是原

画的百分之一左右。

其实，高仿真书画在我国历史上

早已有之，以故宫博物院所藏古代书画

来看，如晋·顾恺之《洛神赋图》，

晋·王羲之《兰亭序帖》，皆非原作，

而是唐宋人的摹本。对这些书画的副本

之中的水平较高者，一般习惯称之“下

真迹一等”。过去，只是在博物馆内

部，文物的保管、展览所用的复制办

法，现在已经走向市场。收藏这类书

介绍，画廊里陈列的是高仿真的书画复

制品，艺术馆整体装修就是为了将其从

一个单纯的展览会所改造成一个艺术品

的卖场，主推的就是这些书画复制品。

什么是高仿真书画复制品呢？据

雅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桑春

介绍，那就是按照真迹的原尺寸、原色

进行复制，从纸张的选用，到颜色的调

配，都力求和原作保持一致。

“公众艺术素质的提高，必须得

益于艺术珍品走进寻常百姓家，这就是

雅昌艺术复制中心



画，首先可以欣赏到与原画一模一样的

神韵，近距离的观摩原画的风采。

价格集中在千元左右

在雅昌总部，记者看到了韩美林等

大师的复制作品，从观感上与原作一般

无二，考究的纸张和印刷的精良让复制

品看起来栩栩如生。

据桑春介绍，这些复制作品每一

件都有自己的编号，作者可以通过植入

的芯片来了解到复制品的数量和销售情

况，其中仿真效果最好的是全尺寸数字

扫描技术。据介绍，这种立体扫描技术

记录的是画作的三维数据，其像素最高

可以达到3.8亿，就连画布上的一个小凸

起都能模仿得一模一样。如果不触摸，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是复制品。油画的复

制品在印刷出来后甚至要通过手工添加

几笔以增加质感。

以前，雅昌代理日本二玄社的产

品，从去年开始，雅昌掌握了此项技

术。采取高精度的扫描，将原图扫描进

电脑，然后按照真迹的原尺寸、原色进

行复制，保存神韵，保证和原作的色彩

高度一致。与此相配套的打印方式，则

可以在很多材质上进行印刷。

书画复制品的保值还体现在原作

者或者珍品拥有者的授权书上。这大大

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产品。但价格也不

会很高，根据原作的大小尺寸、制作难

度、市场承受能力和本身作品的内涵等

因素考量后，价格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

等，主要集中在千元左右。

在谈及复制品的艺术价值时，桑春

则更愿意突出自己公司复制品的印刷品

身份(雅昌采用的是数码输出技术，这区

别于故宫的手工临摹作品，也区别于中

国传统的木版水印，以及国外的版画)。

“我们一直强调不要把复制品当作艺术

品来看。无论在材质上、形式上它多接

近原作，但我们仍把它定位为‘复制’

作品，并不把它当艺术品。”他认为，

这些复制品最大的意义就是为平时难得

一见的传统中国书画经典与今天的消费

者们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更多集中在

装饰作用上。

“不过，从制作工艺上，高仿真的

复制品要严格按照复制的标准来进行，

从材质、工艺、神韵、到新旧程度、残

破程度都要与原作一样，”他解释道，

“高仿真的复制品强调的就是和原作一

模一样。”

面对更大众的市场

“没有先例，没有成熟的市场做

法，但市场前景广阔！”桑春说。

现在人人都知道名画家的画值钱，

升值空间可观。许多画商，包括一些拍卖

公司，专门仿一些名家的画拿出来拍卖，

使许多收藏者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与其

花大价钱买假画，还不如花低价买张自己

喜欢的复制画。保值又升值，何乐而不

为。可见大家认同这样方式，但还需要推

广，让更多人认识复制品的价值和它的功

能，不要产生太多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太

贵，或者大规模的复制会对原作市场有冲

击，体现不出原作的价值。另外，国内市

场还不成熟，不似国外，国外的画家大多

有公司操作，很多收入来自于自己画作的

复制收入。

那么，书画复制品的目标消费人群

和目前消费的顾客群是那些人呢？桑春表

示，书画复制品主要用于博物馆的展览、

展示和珍贵藏品保存，瞄准的人群是那些

美术画家、艺术院校学生、艺术机构的专

业人员；非专业群体包括星级宾馆、饭

店、会所、家庭的墙壁空间。他说：“我

们面对的是更大众的市场，不再是金字塔

尖上那些极少数人，而是那些有一定层次

有需求能消费得起的人士，他们有消费能

力，能接受这些有一定价值和内涵的艺术

品。” 

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复制品和原作

是一模一样。但对于更高的收藏和投资需

求方面，复制品的价值则不能够完全体

现，只能作为消费品来讲有升值的空间。

一位代理商也认为：“因为价格适

中，很多人可以轻松买下，从这一层面

来看，有理由相信国内艺术复制品市场

会越来越好。”

桑春表示，雅昌欲打造一个全新商

业模式，以深圳作为试点，文博会期间

将艺术复制品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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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关信用机制

真迹珍品藏在深宫不肯轻易示人，

名人名画在收藏家手中辗转，普通挂历

不能填补工薪阶层墙上的空白，书画专

业人士学习研究见不到真迹，给人送礼

找不到有品位的礼物。这是很多书画爱

好者的苦恼。任飞是一名书画爱好者，

在他看来，艺术复制品的地位很独特，

“有些画有钱你也没地方买。真迹就一

幅。但你通过这些复制品一样能欣赏到

那些画的妙处。” 

对此，深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秘

书长李静表示，该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

对中国文化的推广。“雅昌的艺术复制

品对文化传播和提高公众审美能力有积

极的意义。”李静说道，“对于普通观

众来说，看不到珍品，但可以通过高水

准的复制品接近高雅艺术。”他表示，

作为印刷企业，雅昌有实力、也有责任

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要注意的是，

特别是对于当代名家名作，“物以稀为

贵”，大批量的复制，有可能会影响原

作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具体的商业操作

上，应该将公益和效益有效地结合，找

到一个均衡点，达到良性循环。这样既

能对作者的知名度有所提升，也能取得

较佳的经济效益。

相对于很多作者的担忧，博物馆和

艺术机构对书画复制品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对他们来讲，作为对公众开放的博

物馆，收藏保护国宝文物，同时还要满

足观众的参观、欣赏需求，复制是解决

矛盾的一个好方法。因此，有专家称，

高仿真的复制品可将书画文物的艺术生

命有效延续。

通过采访，我们发现，大多数消费

者对于艺术复制品抱支持态度，他们普

遍关心的问题是：高仿真的书画复制品

能否在色彩还原度、层次、表面效果、

表现力、质量方面与原作的品质相媲

美；其艺术价值该如何衡量、界定及定

价；此外，中国目前

还缺乏完善的信用机

制和法律法规，书画

复制品涉及到知识产

权的问题如何解决，

也需要相关部门与企

业进一步的工作。但

我们相信，在人们美

好的期待中，书画复

制品正大阔步的向我

们悄然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