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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细分理论视角下
红色经典油画的创作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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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经典油画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具有审美价值和历史资

料价值，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强化，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无形的象征意义。目

前我国的艺术品市场对其关注度不够及其市场导向不够精细，导致市场认可和

收藏的潮涨潮落。市场细分有助于确立红色经典油画在艺术品市场中的坐标，

有助于建立红色经典油画的收藏朋友圈，有助于建立较为完整的红色油画经典

市场信息体系，从而促进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更好地发挥红色经典油画在全球

范围内的媒介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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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是一种鲜艳的颜色，从物理属性上来
说，它是光的三原色和心理原色之一，常常与情

绪、直觉、感情、生命力紧密相连。在我国，红色

更是被赋予特殊意义，成为百年来中国革命与

发展洪流的精神底色。近年来，在建党、建军、

建国等重大纪念活动的推动下，红色文化、红色

记忆、红色经典等词频频见诸于各种媒体，全国

红色产业的创收已过万亿规模，已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产业。［１］在此背景下，关注红色文化的内

涵发展与未来拓展意义重大。目前学界主要从

政治、经济、文化等视角研究红色文化的价值并

取得一定的成绩，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

见的。总体来说，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红色

文化价值的深层次内涵、运行机理、客观规律、

时代转化等重要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整

体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学术空白地带。此外，由

于研究视角单一，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显得不

够深刻，理论挖掘更是乏力，学术共识和学术争

鸣的现象也尚未形成。［２］文化传播离不开具体

的媒介，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市场领域，我们不难

发现：红色经典油画可运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和

视觉传播方式参与红色文化体系的建构。２００９
年北京保利推出“红色经典及当代艺术”专场

拍卖，总成交额达到３２３７３６万元；２０１５年嘉
德拍卖中，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以１．８４亿元
被新疆广汇集团买走，成为当年内地秋拍首件

突破亿元大关的拍品。以上诸种现象引发了海

内外藏家对于红色文化的关注，文化影响力日

益扩大。鉴于此，本文拟从市场细分视角，对红

色经典油画进行深入挖掘，以拓展红色文化的

深层内蕴和发展空间。

　　一、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形成有助

于中国红色文化传播

　　红色经典油画是艺术家们利用现实主义手
法创作，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宏伟画卷的绘画作品的

统称。这类作品基于中国革命历史实践，具有

鲜明的红色年代特征。作为红色经典艺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红色经典油画在当前艺术品市场

中的出色表现，带动了红色收藏文化产业的勃

兴，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对中国红色经典

油画的关注。红色经典油画具有审美价值、历

史资料价值，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强化，具有恒

久的生命力和无形的象征意义，具有联通政治

的稳定性与不可撼动性。诞生于“文革”期间

的样板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１９７６年展出后
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单品印刷就高达９亿之
多，创下了世界油画复制数量之最，具有不可估

量的文化影响力，铸就了统领时代的精神信仰。

红色经典油画在更大层面上承接传统，开创时

代价值，承载着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公共价值

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等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优

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

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３］这为红色

经典油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红色文化是

坚定文化自信的底色，是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内容之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

‘形于中’而‘发于外’”［４］，它具有一般意义上

文化所具有的普适价值，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

渗透对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产生影响。凭

借艺术语言的优势，红色经典油画在西方文化

体系中传播红色文化更为便利，这对于在全球

范围内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形成文化共同体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二、我国红色经典油画集中创作的

历史回顾与收藏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随着
国家各项事业步入正轨，美术界关于革命历史

题材的创作探索也逐步展开。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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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１９５１年３月筹备“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
展览”为缘起，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第一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筹备处第

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初步展开雕塑、绘画、照相

等工作，绘画以油画为主，在开馆以前，应有油

画一百件，雕塑一百件”的构想。［５］此后，还于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７０年三次组织大规模革命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组织有规模地持续开展

工作，这一延续近２０年的专题性创作取得了斐
然的成就，产生和保存了大批在中国现代美术

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促成了中国红色经

典美术作品的形成。特殊的创作背景和创作过

程，使得这些美术作品必然担负着鲜明的政治

功能，清晰地带有红色年代的艺术特征。可以

说，红色题材油画作品的大规模出现，是国家意

志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风貌

的集中展现，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谈及具体的创作过程，“马训班”的作用不

容小觑。１９４９年之后，中国的艺术领域受苏联
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展览、派出留学生、举办训

练班的形式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

思想。具体内容可以阐述为：学习苏联文学与

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艺术家要从现实的

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

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

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

民的任务结合起来。［６］４５１这种创作宗旨包含着

建设崭新社会的热情和积极、健康的乐观精神，

使得那个特殊时代的艺术彰显了鲜明的“党

性”原则和社会主义阵营艺术家作品特有的审

美特性，其构图原则、人物性格刻画、情节的合

理安排，尤其思想主题的健康和崇高性，构成了

红色油画创作遵循的普遍原则。苏联艺术家马

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油画进修班，

为红色经典油画创作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

指导。参加进修班的学员有侯一名、靳尚谊、任

梦璋、王流秋、俞云阶、秦征、王德威、高虹等。

１９５７年进修班结束后，马克西莫夫给中国画家
留下了契斯恰可夫油画教学体系的总结文献，

该文献对中国油画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画家学习苏联

油画艺术———无论他们是在列宾美术学院学习

还是接受马克西莫夫的指导———成为 １９５０—
１９７０年代中国艺术历史中的重要部分，并在中
国主要美术学院的教学建设中形成了程度不同

的苏式教育体系。［６］４５９这个时期创作的重要作

品有王流秋的《转移》、王德威的《英雄的姐妹

们》、秦征的《家》、侯一民的《青年地下工作

者》、冯法祀的《刘胡兰》等，这些作品构成了中

国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早期阵容。与法国新古

典主义时期的油画相比，这一时期我国的油画

作品塑造了理想化的人物形象，紧密结合新中

国成立初期新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理性的创作

中宣扬了爱国主义激情和社会道德典范，收到

了直接的政治宣传和艺术感化效果。

１９４９年之后，我国画家受“俄罗斯巡回展
览画派”的影响，普遍采用写实主义的方法表

现现实，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

党人的丰功伟绩。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７日，南京成
立革命历史创作委员会，同年就完成了文化部

下达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主要作品有徐

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王式廓的《参军》、董

希文的《抢渡大渡河》、艾中信的《１９２０年毛主
席组织的马克思小组》、夏同光的《南昌起义》、

周令钊的《鸦片战争》等。１９５１年，中国革命历
史博物馆也组织了历史画的创作。时代呼唤歌

颂新政权、新历史的艺术作品的出现。这一时

期的作品有１９５１年罗工柳的《地道战》、１９５３
年董希文的《开国大典》、１９５９年詹建俊的《狼
牙山五壮士》、１９６１年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
安源矿工》、１９６１年艾中信的《夜渡黄河》等。
１９５７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

览”，参加展览的是由４００多位画家在１８个月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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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

绘画，其中有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宗其香

的《强渡大渡河》、高虹的《毛主席在陕北》、艾

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

征难》等。这些作品在“现实的真实”和“历史

的真实”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并据此对作品

内容和表现手法进行了取舍，展现出革命现实

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双重光辉。这一时期的

红色油画作品共同构成了我国特定时期的历史

绘画文献。

１９５１年７月至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国共产党
三十周年纪念展览”历经多次内部试展和修

改，相应地，美术作品的创作和征集也一直在延

续，博物馆的美术收藏得到了扩充。值得关注

的是，在作品征集过程中，同一或同类作品题材

邀请不同人员进行创作，最后最能表现中国共

产党３０年奋斗历史进程、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重
大事件并适合展览要求的作品被选中。１９５１
年６月完成作品１１２件，经审查评选，其中的４０
件作品选用展览，另有４８件作品需继续修改。
到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征集的美术作品已达２９０件。

我国红色经典油画创作的集中性和定向

性，使得大部分作品被博物馆永久收藏，因此进

入市场流通的作品数量十分有限。如何利用市

场的作用，充分挖掘红色经典油画的价值，最大

限度地发挥红色经典油画的文化影响力，是我

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市场细分理论

的引入，可为红色经典油画更好地发展另辟

蹊径。

　　三、市场细分对红色经典油画市场

的作用分析

　　市场细分理论隶属营销领域，由细分市场、
产品定位、选择目标市场三个部分组成。１９５６
年，美国学者温德尔·史密斯首次提出“市场

细分”概念，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

内涵不断完善。市场细分的本质是将趋同消费

者在市场环境中进行聚合，明确目标消费人群。

该理论提出的目的在于：根据市场细分的结果，

构建现代营销体系，以求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

据有利地位。未来的艺术品市场，细分与差别

是大势所趋。拍卖行不断开发新的品种作为专

场即是最好的证明。例如，２００４年，中国嘉德
“中国西画及雕塑”专场的推出，开启了中国红

色经典艺术品市场的序幕。２００５年，北京华辰
秋拍中“１９３８—１９９１：历史的主题”专场，成交
额达２３１３．３万元，带来了红色经典的旋风效
应。２０１５年嘉德、保利重点推出汇集早期油画
精英的作品专场；苏富比北京春拍首推“二十

世纪大师精品”专场，总成交额达４０４８万元，成
交率达到９０％以上。个人或产品的成功并非
取决于机遇或运气，而是取决于正确的定位。

这不仅意味着物理定位和同国际当代艺术的地

理中心保持联系的能力，而且意味着价格的定

位，这关系到市场细分的成功与否。［７］５４市场细

分对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市场细分有助于确立红色经典油画在艺
术品市场中的坐标

在商品经济的个案史上，艺术品拥有诸多

特质，红色经典油画也不例外。其一，艺术品可

以多次使用且可长年存放。其二，作为一种价

值贮藏方式，艺术品适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在通

货膨胀中可充当保值品。这是因为艺术品的价

值不仅仅体现为自身的价值，更由于其具有不

可复制性、稀缺性，在市场中具有垄断商品地

位，从而使自身具有保值或升值的功能。其三，

艺术品作为一种奢侈品，能够体现购买其他商

品无法表达的高雅品位与文化精英归属，是社

会声望的来源之一。红色经典油画在兼具以上

特质的同时，更多地凸显出烙上时代印记的无

形价值。红色经典油画具有无不可比拟的图像

记载功能，它能以其逼真的艺术表现方式折射

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和社会风情，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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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媒介，能让欣赏者在

红色文化氛围中汲取曾经滋养过几代人的精神

食粮。如果将红色经典油画提升至中华民族特

殊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感的高度，那么红色经典

油画所蕴含的无形价值不可估量。置身于艺术

品市场中的红色经典油画源于商业价值和精神

价值的共融，更多的则是体现为满足某种特殊

需求的价值，这些事关艺术品的无形价值，是确

立红色经典油画在艺术品市场中坐标的前提。

从水平市场角度看，艺术品市场可细分为

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以画廊为主，

艺术品一般为初次进入市场。当已面世的艺术

品再次进行交换时，以拍卖为主的二级市场便

开始形成，而红色经典油画市场交易以二级市

场为主。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建立依托于国内

艺术品市场的平台搭建。目前，国内艺术品市

场的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当属一、二级市场的

不平衡与位置的倒错。健康成熟的艺术品市

场，其交易规律往往是一级市场中收藏者或经

销商直接向艺术家购买艺术品，二级市场中个

体通过拍卖行的中介进行艺术品交易，在从一

级市场向二级市场跨越的过程中，艺术家的声

誉和艺术品的价值往往会随之提升。如果忽视

了这样的交易规律，会生出各种隐患。从宏观

层面来说，拍卖行作为二级市场的主力难以承

担一人独大的角色，消化不良会随时影响整个

艺术品的生态系统；从微观层面来说，拍卖行作

为艺术品供给市场的核心主力，无法满足整个

市场庞大身躯运动所需的能量，常常导致艺术

品市场中其他成员的营养不良，从而影响整体

前行的节奏。从垂直市场角度看，根据提供产

品的性质、市场的地理范围和价格幅度等，艺术

品市场可细分为当代经典市场、先锋市场、另类

市场和旧货市场。在以瓷器和中国书画为主导

的我国艺术品市场中，红色经典油画往往以小

众面目出现，但由于其具有无形价值的特质，我

们将红色经典油画置于当代经典市场和另类市

场的双重分类之中。这种分类一方面兼顾艺术

品市场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也不排斥试图表

现国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因

此从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红色经典油画市场的

结构失衡问题。法国学者埃米尔·涂尔干在其

论著《社会分工论》中指出，“社会容量和社会

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

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

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８］。对

红色经典油画进行市场细分，是确立红色经典

油画在艺术品市场中坐标的重要前提。

２．市场细分有助于建立红色经典油画的收
藏朋友圈

红色经典油画目前的收藏情况大致分为两

类：一类是收藏者自身纯粹出于对艺术品本身

的热爱。这类藏家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

鉴赏水平，喜好购买和收藏，但不愿出售。究其

原因，一方面在于红色经典油画作品自身具有

较高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在于特殊年代诞生

的艺术品承载着特有的成长记忆和情感皈依。

加之大部分作品被国内博物馆收藏，流入市场

的数量不多，因此这类收藏家一旦拥有作品，都

不愿再次出售。另一类是出于彰显身份或追求

升值回报的收藏者，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藏品获

得投资利润。出于对升值空间和利益回报的追

求，在市场价格攀升的诱惑下，转入红色经典油

画收藏行列的藏家对藏品回报率的期待较高。

目前全球当代艺术品市场中油画作品始终是其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油画市场的持续性与活跃

性可以根据拍卖总收益来衡量。近年来，伴随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异军突起，全球实力雄厚的

收藏者，开始将兴趣从欧洲艺术品转向美国或

中国的写实油画，对中国红色经典油画更是情

有独钟。尽管有学者［９］撰文指出，中国艺术品

市场进入红色狂欢时代，但总体而言，我国红色

经典油画的上拍量和成交额都不高，这与其历

史地位和价值并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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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艺术品的消费潜力主要集中在

高净值人群中。高净值人群是当代艺术品市场

的潜在客户。从数量和整体财富上分析高净值

人群的演变，对于评估艺术品市场的消费潜能

至关重要。从招商银行联手贝恩公司发布的

《２０１７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可以看出，虽然
“创富一代”仍是高净值人群的主要来源，但比

例已经从２００９年的７０％降为４１％；而职业金
领已成为高净值人群的第二大来源，比例从

２００９年的１２％提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９％。《诺亚
２０１７高端财富白皮书》中的数据显示，３０岁以
下的高净值人士已占到８％，４５岁以下的高净
值人士占比超过５０％。因此，提升高净值人群
对红色经典油画的认知和审美需求，是确立红

色经典油画目标定位的内在诉求。以中国上海

龙美术馆馆长王薇为例，她是高净值人群的代

表，同时也是国内红色经典油画收藏的重量级

人物。２００３年，她拍下了吴冠中１９７０年代的
作品《爱晚亭》和张洪祥的作品《艰苦岁月》。

２００９年，在北京保利的尤伦斯夫妇收藏专场
上，王薇以 ４０４３万元争得陈逸飞的作品《踱
步》，创造了陈逸飞作品当年的成交纪录，成为

她个人收藏中最贵重的一幅红色经典油画。另

外，她以７９５万元在中国嘉德拍卖购入沈嘉蔚
的作品《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亦属红色经典

油画精品。同年年底，王薇将她的近１００件红
色经典收藏拿出，在上海美术馆举办“革命的

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展”。目前，上海浦

东馆的第二、第三展厅的“红色经典”、“１９４９—
２０１９：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红色经典馆藏展”均
为常设展。２０１９年伊始，中国上海龙美术馆对
外免费开放。王薇希望以此吸引更多的观众能

走进美术馆看展，将艺术融入到每一个人的日

常生活之中。目前，中国上海龙美术馆在精准

定位的前提下，协同社会各方力量已形成了立

体的收藏体系，致力于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不

断扩大红色经典油画收藏的朋友圈。

３．市场细分有助于建立较为完整的红色油
画经典市场信息体系

考察一般艺术家进入市场的途径，通常是

经过艺术品经销商、代理商、拍卖行，市场的供

给从区域市场到国内市场再到国际市场这样一

个不断拓展的层级递增轨迹，收藏的层次从小

型收藏到国家博物馆再到拍卖行与知名博物馆

不断提升。而与国际当代艺术地理中心保持紧

密联系，会使得艺术品的经济价值得到较大提

升。在Ａｒｔｐｒｉｃｅ（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公布的拍卖成交
额位居前十位的当代油画家中，有５名中国画
家位列其中，他们分别是陈逸飞、曾梵志、周春

芽、何家英、张晓刚。以陈逸飞为例，他被美国

艺术品市场选中，作为国际当代艺术品市场推

崇和支持的对象，被重要的文化机构赏识并获

得认同，其作品《黄河颂》２００７年在中国嘉德的
拍卖会上以４０３２万元的天价成交，而在１９９５
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的成交价仅为１２８万港
元，两相对比，价格上涨３０多倍，这让多数藏家
热血沸腾。而陈逸飞红色经典绘画价格的狂

飙，也带来了国内艺术品市场出现以价格作为

品质风向标的收藏导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

况，主要原因在于潜在买家不具备或是缺乏相

关知识的认知，对相关信息储备呈匮乏状态。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收藏者往往会以价格

作为替代信息来完成对艺术品品质的合理估

算。这样一来，收藏者的行为从起点上就违背

了经济学理论中的需求定律，也即是说当买家

以价格来判断艺术品的品质时，其所得出的供

求情况并不可靠。如果艺术品的价格下降，那

么他就会决定减少需求量，因为预期品质的损

失无法用强烈的购买动机来弥补。因此，收藏

者的反常行为给中国红色油画市场带来的影

响，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正

像有学者［７］７６所指出的，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

下，反常的需求行为可能会完全排除稳定均衡

和稳定失衡的可能性。而市场细分对于红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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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油画的市场发展可起到精微而有效的导引作

用。

以市场有效调节为前提，建立红色油画经

典的市场信息体系，我们需要关注艺术工作的

地理区域与艺术研究的历史时期两个因素。红

色经典油画创作的地理区域以前主要集中在中

央美院、现在主要集中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央

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红色经典

油画创作的时间跨度很大，其中部分创作主力

在作品集中出现之后的创作亦未停止，如用一

生画长征的沈尧伊。诸如此类情况也需考虑在

内。例如，鲁迅艺术学院自１９８０年代进行的同
类题材的创作扩充了红色经典系列的阵容。基

于扩大外延的需要，艺术家要做的是坚持创作

的可持续性、艺术品管理的正规性、工作室报价

的合理性，坚持出席国内外展览。

艺术品保真是定义这一细分市场的另一重

保证。只有当经销商从审美的角度评介一件艺

术品时，才能获得符合相应阶层需求的艺术品

价格。在这一细分市场中，艺术品经销商拥有

获取信息的能力，在购买艺术品时会首先考虑

产品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内容，因为这些内容会

受到潜在买家的评估与鉴定，这是艺术品自身

价值的一部分，对市场风向起着重要的导向作

用。建立市场信息体系，对信息分布与整体结

构进行及时调整和准确把握，对艺术品交易梯

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从理论上来说，艺术

品数量的扩大与个人收藏能力的提升，是社会

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拥有相对明确的分工

和市场目标后，艺术生产者和艺术消费者便可

在微观和宏观共同作用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资源

配置，并以专业化、职业化的价值追求作为最终

目标，从而避免过多人为因素对其发展状态的

干涉。

综上所述，对红色经典油画进行市场细分，

对于促进红色文化产业发展，提升中国文化影

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它将对艺术市场

起到精细化的规范和导向作用，为从深层次探

索红色文化的运行机制、客观规律与时代意义

提供一种可资考察的经济范本；其二，借助规范

的市场运作机制能促进红色文化产业的全面升

级，从而更好地发挥红色经典油画在全球范围

内的媒介传播力，助力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软

实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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