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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典大师的对话
A Dialogue with the Old Masters

庞茂琨  约翰·斯坦顿  Pang Maokun John Stainton

摘要：作为中国古典写实油画的代表性艺术家，四

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并不满足已有的极高写实造诣呈

现，在他近作“折叠的肖像”系列作品中，更是借古典大

师经典作品图像，予以后现代的挪用、重组与穿越，把他

自己对古典大师作品的致敬和解读，通过在当代文化思考

情景中的重置，实现了他与古典大师和作品的对话。约

翰·斯坦顿（John Stainton）作为佳士得欧洲古典大师部

副主席，参与了达·芬奇《救世主》4.5亿美元的天价拍

卖，他不仅是深谙世界艺术市场的拍卖专家，也是古典大

师绘画的资深研究者，在透视历史洞悉经典中更敏感于艺

术的当代价值。2018年3月28日，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主办的专家讲座“与古典大师的对话”中，庞茂琨教授与

约翰·斯坦顿先生结合讲座主题展开一场穿越古今的经典

与当代的对话，佳士得中国区总裁蔡金青女士客串主持。

两位嘉宾从教育、创作、市场等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

古典油画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走向与前景，并现场就庞茂

琨“折叠的肖像”系列的创作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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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artist of realistic oil painting, Pang Maokun, 

who is president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isn’t satisfied with the demonstration 

of already excellent realistic achievements, and in his recent series works “folded 

portrait”, he utilizes the classic image of old masters to reconstruct and penetrate 

with postmodernism, in which he has rooted his interpretation and salute to old 

masters’ work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realized his dialogue with old masters 

and their works. As the vice-chairman of Christie’s Old Master paintings, John 

Stainton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auction of Leonardo’s Salvator Mundi,which sells for 

an historic $450,312,500. He is not only the auction specialist that knows about the 

world art market, but also the senior researcher of old masters paintings, with acute 

sense of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art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and classic. 

In the lecture “ A Dialogue with Old Masters” hosted by Art Museum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on March 28th, 2018, professor Pang Maokun and Mr John 

Stainton had a dialogue between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rough the ancient and 

modern, and Ms Cai Jinqing is the guest hos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 

creation and market, this lecture has discus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classical oil painting, and Pang Maokun’s series works “folded portrait”.

Keywords: classic oil painting, master, art, contemporary

蔡金青（主持人，以下简称“蔡”）：

今天非常荣幸代表佳士得来四川美术学院跟

嘉宾们、同学们，还有重庆的很多藏家有这

样一个对话。佳士得是251年前在伦敦创办

的一个艺术拍卖机构，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大

的艺术拍卖机构。2017年我们创造了54亿

英镑，约500亿人民币的全球业绩，位居世

界第一。

在过去25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经手了

很多全世界最精美艺术精品的交易。我们在

全球有12个拍卖中心，在香港、上海都举行

过拍卖。佳士得全年有四五百场拍卖，而网

上的拍卖天天都在进行，所以这是一个365

天都可以和佳士得接触的平台。

2013年，佳士得在中国开始进行首

拍，当时也是全球艺术市场的一件重要的里

程碑事件。在近二十多年里，中国在全球的

艺术参与越来越活跃，不光是中国的艺术

家，从古代艺术到当代艺术都有非常卓越的

艺术创作人士，包括中国的藏家、艺术爱好

者，他们现在在全球猎取更加优质的艺术作

品、学习艺术、参观画廊、博物馆等。这些

都给我们全球的艺术市场带来了欣欣向荣的

景象，也是佳士得这么多年来一直扎根于中

国的原因，希望培养更多中国的喜欢艺术收

藏的人士，来参与到全球的拍卖中。

除此之外，佳士得也进行了很多的艺术

教育工作，拥有自己的美术学院，在伦敦和

纽约都设有硕士学位点。所以，公众在各

个层面上，都能和佳士得的机构有很多的

接触。

今天，我们能够到川美，也非常感谢川

美的庞院长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能

够跟大家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就开始一个

非常别开生面的对话，对话的两位嘉宾是佳

士得欧洲古典大师部副主席约翰·斯坦顿和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约翰作为西方的

佳士得古典艺术部的顶级专家，在佳士得工

作三十年，所以像如数家珍一样，亲自经手

了很多世界博物馆级的作品。另一方面，庞

院长多年来也一直在探索中国的艺术创作、

艺术教育，特别是对西方古典艺术也有自己

的独到见解。我们从古今到中西开始这样一

个对话，一起聆听不问西东。

对话将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从嘉

宾个人的经历、接触西方古典艺术对他们个

人的职业和创作的影响出发。我们这边有资

深的艺术从业者，也有非常卓越的艺术家和

艺术教育家。那么，我先请问一下庞院长，

您还记得您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接触西

方的绘画和古典艺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

的感受？对您后来从事艺术创作又有怎样

的影响？

庞茂琨（以下简称“庞”）：今天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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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能够在我们四川美院，大家来共同探讨

对西方古典绘画的感受和理解。刚刚这个问

题其实要追溯到我在川美读附中的时候，那

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当时学校图书

馆就已经有一些西方古典的绘画画册了。我

记得当时那个画册是日本出版的，文字是日

语。但是，画册都是装在柜子里的玻璃柜里

面，不让碰，每天翻一页，我们去看。

当时看到的实际上就是文艺复兴早期的

关于宗教题材的绘画，那个时候第一感受是

很神秘，因为里面的场景有耶稣、十字架，

还有血，所以它们给我的第一眼感受是非常

遥远、有距离的东西。

实际上大家知道，中国当时对油画的

理解是从苏联的苏派绘画开始的，并不是

它真正的起源，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所以

才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是从印刷品中，得到

了初次的感受。第一次看到原作是在1981

年，美国的翰墨艺术中心收藏了一大批传统

的古典绘画，当然也有印象派的。当时我第

一次看到伦勃朗、鲁本斯的原作是在北京，

那时我们是大学一年级，自费坐车去仰慕这

些原作，和印刷品相比，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感受，非常震动，就觉得西方古典油画的色

彩、质感，还有它传达出的一种精神性，令

我印象非常深刻。

蔡：对，我记得也跟当时其他一些艺术

家交流过，那一次，翰墨的展览让很多的中

国艺术家第一次见到真画、原作。您觉得当

时看了原作之后，对您后来所从事的艺术创

作和绘画有怎样的深远影响？

庞：中国人学油画，其实早在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就有了，但是他们是从苏派开始

学习。我们读附中的时候都是以块面、大方

块比、很厚的塑造感来画油画。但看到西方

古典绘画以后，就觉得油画有很多新的信息

传达给我们，找到一种真正的源流，不断地

修正，看到很多各种风格的古典大师，实际

上可以从中寻找很多灵感源泉。后来我们就

不断地返回到古典，因为那个时候古典绘画

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开放以后全新的东

西，所以我们后来的创造，都是回到西方

的、欧洲的传统古典里。

蔡：作为艺术家，我们刚刚在谈自己对

于西方古典油画或者艺术的理解，而约翰出

生于伦敦，在西方的环境中长大，经常能看

到西方艺术的珍藏，并且在佳士得也从事了

三十多年的沿袭古典大师作品的职业。接下

来，约翰会分享一些西方古典艺术或者西方

古典油画对他的影响，并介绍这三十多年里

一直让他激动的古典大师艺术中，最吸引他

的部分。

约翰·斯坦顿（以下简称“约”）：我

觉得一个人的兴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从一幅简单的作品中体

会到我们对绘画的理解。我以前其实接触

的古典作品非常少，但是，后来在伦敦工作

以后，每天都能够大量接触到西方古典的作

品，包括一些刚刚修复的，或者说刚刚出来

的一些油画作品。我认为，有这样的机会在

伦敦进行相关的研究或学习，身处在这样的

环境中，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幸运。

蔡：确实，在佳士得工作是非常幸运的

事情，因为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珍贵的艺术

品。那么我们刚才也在讲演中谈到，也看到

了很多庞院长借鉴古典大师进行的当代的创

作，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话题交给庞院长，

让他谈一谈在准备这个系列作品创作过程

中，初衷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要以这样的

线索，哪些古典大师对现在创作的影响是最

重要的？

庞：这个问题其实要回到开始，我最开

始接触古典艺术的时候，是一种陌生感和恐

惧感。到了后来逐渐就产生了一种亲和感，

越来越能够体会到里面非常好的东西，在读

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开始把以前创作的一些

倾向转向了古典艺术的创作方法。

但是到了后来又逐渐地慢慢想从里面走

出来，想背离这个东西，所以我走了很多阶

段，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虽然都是写实的

绘画，但是一直想跟传统古典的东西拉开距

离。我们应该有这种体会，就是说，今天包

括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艺术，它是一种离我们

很遥远的东西，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没

纵。所以这种关系就会营造出，我们对过

去、今天、未来的一种设想，我们身处的智

能时代，几个大的段落会怎样发展，实际上

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

蔡：给人的感觉有些虚拟现实、超现实

主义。

庞：最值得讨论的就是时间、空间，还

有自我这几个问题。

蔡：现在的当代艺术创作中是不是用到

了很多古典的手法？人们说，中国当代，特

别是学艺术的学生对西方古典绘画中的一些

技法一直都是保留着这样一个传统。而西方

现代的一些学艺术的学生，可能跟西方古典

的大师渐行渐远。不知道您是怎样看待西方

现代艺术对于古典传统传承的变化的？

约：我想这可能是有很多因素所影响

的，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

念，也有可能是古典大师艺术的影响，它可

能在技法和我们整个古典作品欣赏之间有一

个结合点。我们现代西方的一些学生可能非

常喜欢去尝试一些更加前卫的想法；而在中

国，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当代艺术家们，在学

校更多地接收到的是古典方面的教育，在西

方其实也是如此的。最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

画家叫珍妮·萨玛丽，她是一个女艺术家，

她最近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也是受

到很多西方古典艺术的影响。

蔡：庞院长，您觉得在中国的艺术创

作中，写实主义或者接近这种传统的古典主

义的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潮流或者趋向是什

么？如何跟西方比较呢？

庞：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

上是同时接受西方古典和当代的东西，从现

代主义一直到后现代，实际上中国都在同时

接受。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创作队伍里

面，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从事传统的写

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反过来一想，它又很特

别，能够让我们距离这样久远的时代，同样

能感受到它特别的魅力；它有一种很神秘的

感觉，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每个人不同的地

位，绘画艺术不是说我们把一个东西画得逼

真、画像了就是终极目的。每一个艺术家传

达的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一点意味，一种别人

不可取代的东西，实际上都在每个大师作品

里面蕴含着。我这一系列作品是去年的一个

阶段作品，我又从尝试返回利用古典艺术作

为一种资源进行创作。其实大家也看到我是

把经典作品拿来和自己融为一体，把自己自

身的形象介入到里面，然后构成新的氛围。

刚刚约翰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各种阶段的现

代主义之后的作品对古典的理解。我们看到

毕加索、培根大师作品的自我风格的一种转

移，但我作品的角度是在它本身的风格里面

来进行故事的新编。

蔡：对，我们看到现场有四幅作品都

是庞院长的原作，您能不能具体地谈一谈

作品？

庞：大家都看到，这两幅作品其实都有

我的形象在里面，其实就是，我作为一个今

天的人，而且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家，在几百

年前的西方经典作品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也

加入了3D打印机在我的后面。所以说我的

概念，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自我是

不确定的，我从哪里来，我是怎么构成的，

我的意识从哪里来，其实都有可能被其他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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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绘画，可能在座的美术学院学生知道，从

比例上说，其实在中国做当代的和做写实的

相比，可能写实的队伍还大一些，面也更大

一些。

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

辈人，因为他们身处改革开放初期，学院教

育虽然单一，但是他们确实在绘画的基本

功，写实的、功底的强调上都有根基，所以

他们的创作还是沿着写实主义这一条路。这

条路其实就是从西方古典一直延续下来的一

条路，但是对于古典写实的理解会有差异，

有一些人就完全模仿古典的大师，只是利用

了中国的一些生活题材、人物对象，就一直

沉浸在模仿西方大师的阶段。而另一些人就

是利用，就像刚举的例子一样，把它作为一

种资源，利用这种古典的资源进行自己的思

考、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改变。我觉得这种

尝试会更有意义，它是站在中国人自己的角

度体验中国自己的生活，然后站在一个更长

远的高度来展望未来的发展。

蔡：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尤其

是去年，欧洲古典大师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

的成绩特别出类拔萃，达·芬奇创造了4亿5

千万美元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艺术记录，这可

能是许多年内都很难再超越的一个记录。在

他的4亿5千万的记录之前，是毕加索的作

品，也是佳士得拍卖的，是1亿8千万的记

录。所以这把艺术价值提升的跨度还是非常

大的。

那么，从古典大师作品在艺术市场上

这种新的现象来讲，约翰，你觉得未来的古

典大师艺术在艺术市场上的表现会是什么样

的？因为佳士得在250多年前的艺术拍卖作

品就只有欧洲的古典大师作品，那么一直到

20世纪80年代，印象派才超越古典大师，

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在艺术市场上更加受到

收藏家的青睐。那么过去十年的战后当代艺

术，包括中国的当代艺术有很多这样新的纪

录，这种艺术的潮流是不是又会回到古典大

师这边来？

约：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把整个古典大师

的考量放到我们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中去，佳

士得可能最早卖的作品是1760年左右的，

或者说更早。佳士得是在18世纪的晚期成

立的，当时售卖的作品主要还是以欧洲的古

典绘画为主，而我们现在就会有更丰富的多

样性，包括20世纪的作品。现在我们说的

这些作品，被归类为现代绘画，但是从今天

的角度来看，当年被称为现代的一些作品可

能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古典作

品，所以我们讲的这一类作品可能在当代人

的眼中它就已经是古典大师的手迹了。所以

从这个曾经来看，我心中也有一个水晶球，

从这个水晶球里面我可以看到艺术的价值，

我觉得这一价值可能会持续很多年，甚至好

几个世纪。从古典大师对艺术市场的价值以

及我们所产出的商业价值来说，都应该是有

决定性的作用，包括我们当时拍卖梵高的

《向日葵》，卖了大概两千多万美元，当时

创造了一个记录，而这个记录在当时的绘画

市场上，也只有古典大师才能担起如此大的

重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古典大师就在

我们艺术史上越来越受到追捧。那到了20世

纪80年代末期，就像刚刚讲到的印象派，包

括后现代在内的一些作品，慢慢地在艺术市

场上越来越受欢迎，有了更多的需求，比如

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战后的一些当代

艺术作品也脱颖而出。但是从整个历史长河

来看，特别是近年来，古典大师的作品在市

场上还是受到了很多关注，无论是从亚洲市

场，或者说一些比较传统的西方欧洲市场来

看，都是如此，我们的很多客户，包括在美

国、德国，以及中国的客户，他们都对这些

作品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想他们现在的

兴趣可能跟二十年前相比不尽相同，但是在

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我们之前有一

幅鲁本斯的杰作受到了巨大的追捧。我也提

到，有很多画可能卖了大约四千五百万这样

一个价格，我可能无法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价格，在市场上有这样一个价值。

但是我想五年、十年或者十五年前，可能不

一定会有这个价格。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

十几二十年中，我们亚洲市场对于古典大师

的热衷，以及价值的升值也是有目共睹的。

蔡：对，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卢浮

宫的分馆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

比建成，而阿布扎比美术馆是达·芬奇作品

（《救世主》）的最终买家，所以那幅作品

将成为新馆的镇馆之宝。那么，买下达·芬

奇作品应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蒙

娜丽莎》对于卢浮宫来讲，奠定了它全世界

美术馆的最高地位，因为全球每一个热爱艺

术的人，如果来到巴黎，肯定要去看一眼

《蒙娜丽莎》。那么我想中东的阿布扎比王

子们肯定也是这样想的，在卢浮宫阿布扎比

分馆中的《救世主》可能就会吸引全球的艺

术爱好者去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可以看

到，一件艺术作品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

艺术影响力，还有我们所说的软实力，都是

非常重要的。约翰刚才也谈到，现在古典大

师的艺术作品已经不仅仅是西方人在收藏，

新兴市场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这

也是为什么佳士得作为一个全球领先的艺术

机构，来到中国的原因。在中东，我们也

有很好的艺术平台，在新兴艺术市场上我

们有做很大投入。

现在把话题转到庞院长这边，在当今

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时代，可

以将人都变成虚拟的，从西方古典到中国经

典，古典艺术能够怎样借鉴？

庞：这个问题刚刚都谈到了，先谈市

场吧。古典艺术仍然是西方艺术市场里面最

重的一部分，而且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人类

历史长河当中非常灿烂的东西，它诞生了以

后是不可磨灭的。然后稀罕和量少的关系也

可以把它的价值体现出来，我们不容易再找

到这种古典时期的作品，不像现在、当代的

还可以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因为它是以前那

个历史时期诞生的，所以它的价值肯定是很

高，这是很自然的。

另一方面，也是刚刚提到的，古典艺术

放在那里，是经典了。但是它能不能对今天

起作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特

别是中国，我们在座的艺术家，我觉得更有

一种博大的胸怀，应该把人类所有的精华、

经典，传承、继承下来，再发扬光大，我觉

得这才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刚才也谈到

人工智能时代会到来，我觉得不管怎么改

变，用手工去体验绘画的情感，这一点，永

远值得回味、怀念，值得大家来进行实践，

我认为是很可贵的。

蔡：我觉得可能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人们可以怎么开始来欣赏我们的古典大师的

作品或者古典艺术。

约：我觉得无可替代的一点当然就是

去看这些古典大师的作品，现在互联网非常

发达，在网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古典大师的

名作，包括我们佳士得的教育项目，我们的

网站上也有很多相关的资源。我觉得理解的

程度是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的关键，但是

我们古典大师有一些作品可能之前被束之高

阁，所以，现在有时候有一些真迹可能不是

那么容易能够被普通大众找到。

如果说可能的话，大家可以在线欣赏。

如果更有可能，我们会鼓励大家去我们的博

物馆，或者说其他地方去看真迹，我们佳士

得会尽我们所能在中国大陆或者离大家更近

的地方提供这样的机会。我们很多工作都是

和客户进行沟通，给他们一些建议。有时候

客户对某一幅画可能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但

是我们希望这样推荐的过程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我们的工作中最享受的一部分就是

跟客户感同身受，对古典的艺术有更好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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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茂琨

委拉斯贵兹的客厅 

布面油画

180cm×280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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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戈·委拉斯贵兹

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

木板油画

141cm×119cm

1650

Face to face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