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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 

靳尚谊是中国著名的油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曾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

主席，其作品创作主要以油画肖像为主，历史伟人、知识分子、艺术家、朋友题材成为其创作的油画

艺术语言。今年秋拍在中国嘉德以 8,510 万元人民币成交的《塔吉克新娘》为其代表作之一，该作品

的问世开启了中国油画的新古典主义之风，并掀起了中国油画向西方古典大师学习真正油画的热潮。 

 

靳尚谊 1983 年作 塔吉克新娘  RMB 85,100,000 中国嘉德 2013/11/16 

靳尚谊在艺术创作上一直不停地探索和研究，从技法研究到观点表达的体现，“平面化”和“真实

空间感”的探索，在小小的画布方寸之间，追求理想美和精神的崇高。靳尚谊坚持不懈地研究和创造，

对中国当代油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著名当代中国美术理论家、国画家邵大箴评价到：“在古典

写实油画结构严谨、单纯，表现层次丰富，人物刻画真实、生动，平面装饰感与真实空间感的巧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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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融进中国民族传统的审美趣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民族气派，是靳尚谊对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

重要贡献。“原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闻立鹏教授也给予高度评价：作为第三代画家的代表，靳尚

谊在中国油画特别是肖像艺术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现代人的艺术视角，创造了一种典雅、静

穆、优美、含蓄、宁静、和谐的审美情趣，创造了一批富有现代美感的艺术形象，从而继承发展了第

一、第二代前辈画家徐悲鸿、吴作人等为代表的写实主义传统，影响了一批后来者走上新古典主义写

实体系的道路。他还以自己所处的核心地位及影响，思路清晰、心胸开阔地推动油画的正常发展，承

上启下，为中国油画走出“文革”后的绝境、进入多元的正道做出贡献。 

艺术走向市场是艺术作品价值的一种体现，目前靳尚谊作品在中国艺术界和艺术市场中享有很高

的声誉，成为藏家追逐的焦点。其经典作品市价已近亿元，并形成了固定的收藏群体。然而面对强劲

的市场需求，靳尚 谊始终认为“捐赠才是艺术品最好的归宿”，在只允许自己少量作品进入市场的同时，

多年来持续向美术馆捐赠作品。他重视社会公益和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尤其美术馆建设，他把自己许

多代表作品捐赠给了全国 15 家美术馆，以发挥藏品之文化功能和社会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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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家作品风格分析 

靳尚谊作为当代中国油画界的标杆人物，在其 60 余载的艺术生涯中，坚持不懈地用西方油画语言

表达中国文人画的意境及社会观感，探索中国油画发展之路。林笑初在其博士论文《第三代中国油画

家研究》中指出：“靳尚谊始终认为在油画语言上的研究和突破，是使中国的油画艺术具有民族特色的

重要基石。他在自己的油画创作中，不仅吸收了油画从古典到现代在用笔上的特点，而且在笔触的表

现上不断地加入中国绘画写意的特点，把中国人运用笔墨的优势融进油画语言的表现中。这使他的作

品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中国特色，‘点’的用笔方式构成了抽象美的形式语言。” 

靳尚谊的艺术历程自 1949 年怀着对艺术的梦想报考北平艺专正式开启，自此他锲而不舍地专攻油

画创作。中央美术学院 6 年的本硕教育，为靳尚谊艺术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此阶段，靳尚谊创

作主要以革命历史画为主，创作了其人生的两个“第一幅“：油画《和平的讲坛上》（1956 年），主要

是受触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发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话而创作，是艺术家人生中第一张油画肖

像画创作；毕业创作《登上慕士塔格峰》（1957 年）为艺术家的第一幅油画多人物创作。 

历史肖像画成为靳尚谊艺术创作初期

重要的题材，以表达他对历史的思考。1957

年自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毕业后，一直持

续到 1979 年，仍是为伟人造像的重要时期：

以毛泽东为题材创作了《毛主席在十二月会

议上》（1961 年）、《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

（1969 年）、《毛泽东全身像》（1966 年）、

《北国风光》（1977 年）等，在继《和平的

讲坛上》之后，1977 年艺术家又以周恩来

为题材创作了《江河大地的春天》。同时，

靳 尚 谊  江 河 大 地 的 春 天  RMB4,480,000 中 国 嘉 德 
200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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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对人生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创作了《山东老大娘》（1978 年）、《小提琴手》（1979 年）等

作品，其中《山东老大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无论是历史画的创作，还是人物肖像的描绘，主要是

运用欧洲传统油画的写实技法，着力表现对象的个性和真实性，凸显了靳尚谊在油画技法、构图取材

等方面独特的视角。 

 

靳尚谊 1956 年 和平的讲坛上 RMB 572,000 中国嘉德 2004/11/7  

基于前期的自我训练和艺术探索，靳尚谊从 1979 年开始了中国壁画装饰风及欧洲古典主义与中国

传统艺术结合的探索。1979 年自西德考察归国之后，意识到中国油画的发展必须要探索出自己的路子，

中国的写实油画要获得鲜明的民族特色，必须要从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中吸收养料，对此他先从

古代壁画开始研究，把永乐宫壁画作为背景与人物肖像结合起来，开始绘画装饰风的探索，创作了一

批具有平面装饰效果的画作：《归侨》、《探索》、《思》、《画家黄永玉》、《雕塑家张润凯》等。1981 年

在美国领略了西方画作的真谛之后，靳尚谊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意境与欧洲古典主义技法结合，

成功地把对西方造型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即他总结为的"强明暗体系"用于绘画创作，以解决油画的根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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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力求找到油画本质的魅力。之所以把东西方艺术融会贯通，艺术家自行认为：“我学了很多年油画，

通过在美国的细致考察，我才知道我对油画体现抽象美的地方没有做到，对由体积明暗所形成的厚重

感、力度丰富的多层次感做不到位，只做到一半， 边线没有很好的处理，所以我的油画不好看，形体

单薄，简单化。”这些探索的成果使靳尚谊的油画艺术创作进入了成熟期。 

 

靳尚谊 1981 年 画家黄永玉 

1983 年《塔吉克新娘》的问世，获得了艺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被誉为“新古典主义”的开启

之作。张祖英认为，“《塔吉克新娘》的创作，标志着靳尚谊进人了新的境界，他从一般的忠实对象的

情绪出发的局限中摆脱出来，加强了处理对象的主动性，运用古典主义手法，强明暗的处理，轮廓明

确、色彩单纯强烈，以塔吉克新娘优美动人的形象，略带羞涩、拘谨的表情及对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

奔放的感情，予人一种美好、纯洁的触动，表现出靳尚谊自己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和强烈向往，从而把

自己的艺术风格、审美理想、生活抱负融为一体，创作个性得到更鲜明的发挥。”曹文汉在《瞬间的永

恒•读靳尚谊四幅油画肖像有感》中论道：“《塔吉克新娘》这幅油画肖像作品，以它独具的艺术魅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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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熟的艺术技巧征服了广大观众，在靳尚谊

的众多肖像作品中属于最优秀作品之列，它

也必将在我国油画肖像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而靳尚谊自己认为："这只是我在

研究西方造型体系和追求理想美心态两者融

合后形成的一种画风"。该画作强明暗的处理

和象征方法的运用在此作品中被发挥得淋漓

尽致，追求永恒之美的艺术理想溢于画中，

这标志着靳尚谊艺术创作进入新的境界。 

艺术风格探索，是靳尚谊一直所坚持不

懈的。在引领新古典主义风潮之后，他把目

光转向文人水墨画，开始油画与中国水墨画

的结合等多方面的探索与创新，创作了《青年女歌手》（1984 年）、《画家黄宾虹》（1995 年）、《晚年

黄宾虹》（1996 年）、《画僧髡残》（1999 年）、《八大山人》（2006 年）等一批有中国韵味的油画作品。

以彭丽媛为表现主题的《青年女歌手》构图上选用了西方常见的构图样式，背景选择的是中国宋代的

山水画，这是靳尚谊第一次用中国水墨画作背景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靳尚谊油画与中国水墨

画结合创作的源起。“从《画家黄宾虹》开始，靳先生开始了自己第四阶段的艺术探索，在这个阶段，

他将研究的目标锁定在中国绘画的写意性与油画艺术的结合上。靳先生尝试在油画这一外来绘画形式

中建立起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有序的文化精神，以及与‘写意性’价值结构相关的意象和语言体系。“潘

公凯对此评价道。在范迪安看来，“靳先生一向认为油画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是在原有的民族艺术中增

添一个画种，而是增添了一种文化的载体。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他更加注重在油画表现上融入中

国绘画元素，创造中国文化意境，在笔触中关注“写”的意味，使画幅通体充满语言的灵韵。在他的

作品中，全部语言和意境都是围绕刻画人的精神服务的，这批文人画家肖像，把人们的视角带入了古

靳尚谊 1996 年 晚年黄宾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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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自然的、单纯的空间，为中国文人精神世界传神写照；同时，透过具有中国绘画情调的油画手

笔，塑造了清澈透明的文化意境。” 

同时，在中国艺术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靳尚谊通过对中国当代艺术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展开对

艺术的当代性和现代性的思考。多种维度的思考之后，他提出“中国艺术要补现代主义这一课”的观点。

他身体力行， 从古典的作品和造型出发进行现代性和当代性的探索，通过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绘画方式描

绘当代世界不同国家的妇女形象，从而暗示他看待世界发展的某种观点。这种从古典通向今天的现代的

观点，用徐冰的话说：“从古代到现代都通了”。从《老桥东望》、《醉》、《惊恐的阿拉伯妇女》到《向维

米尔致意》均是这一风格的体现。 

       

靳尚谊 1997 年 老桥东望                  靳尚谊 2001 年 惶恐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总而观之，靳尚谊数十年致力于建构中国油画的民族风格，把油画创作和油画理论融会贯通，紧

扣时代脉搏，把"人"的研究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内容,把两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的人文观相融合纳入到

自己的作品中,使他的作品既写实、又写情、写意。靳尚谊在对人的认识上蕴藏着历史感和现实性,这也

是他作品内涵的内在支撑。范迪安先生曾对此评价说：“ 那就是通过对‘人的主题’ 的反复挖掘和反

复吟诵， 使作品成为超越具体人物的文化精神的象征。在这个系列中出现的传统艺术意境和中国文化

气质的手笔， 实现了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传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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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靳尚谊作品拍卖市场解析 

作为集学术地位、社会地位、市场地位等多位一体的中国当代油画大师靳尚谊，其经典油画之作

《塔吉克新娘》在 2013 年秋拍在经过数十分钟的激烈角逐之后，最终以 8,510 万元的价位刷新了靳

尚谊单件作品最高纪录，创出中国嘉德油雕板块二十年拍卖新高。靳尚谊这幅博物馆级的力作创作于

1983 年，为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的《塔吉克新娘》的姐妹篇，曾在 1984 年由吴冠中策划的“现代中国

洋画家展”（日本名古屋举办）被购藏，历时 30 年之久浮出水面，赢得业界高度关注。也正由于这件

高价作品的助推，本季度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靳尚谊作品上拍的 13 件作品，成交总额高达 1.01

亿元人民币，位居历年艺术家拍品总成交额首列。并且这一季度，作为其创作主力品类的油画作品指

数创历史新高，达 10,648,619 点，比上季度提高了 186%。 

 

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靳尚谊艺术生涯自 1949 年正式开启，创作了许多经典名作，成为许多美术馆重要藏品，及藏家

青睐之作。尽管靳尚谊热衷于作品捐赠，热衷于教书育人，但对他而言，作为艺术家的使命不仅仅如

此。他认为“美术事业和美术产业是一对双包胎”, 并将逐渐建立卓有成效的艺术市场体系, 作为“实

现美术事业和美术产业双腾飞”的必由之路。为此，他鼓励艺术的商业化，反对谈商业色变, 更反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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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当成罪恶。 

艺术走向市场是艺术作品价值体现的另一个方面，然而靳尚谊的许多作品流入美术馆和私人收

藏，故市场中流通的作品数量相对较少，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数据统计分析显示，自

1994 年作品首拍以来，排除赝品和合作，靳尚谊作品共上拍 153 件次，成交 124 件次，总成交额为

4.61 亿元人民币。上拍品类涵括了靳尚谊创作的主要品类，油画、素描和版画，其中油画拍卖占据主

导，占上拍总量的 81.70%，成交总额占比 99.51%。且由于油画作品的特性，作品单价也最高，为 449.59

万元/件次，素描以 17.95 万元/件次位居其次。 

 

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从作品高价分布来看，1,000 万至 5,000 万作品为靳尚谊作品拍卖市场的主力支撑区间，这一价

格区间 8 件作品主导了 37.39%的艺术家作品拍卖市场份额，其中 1999 年创作的《髡残》以 3,910 万

元位居本价格区间第一，位居靳尚谊作品拍卖榜单第二，曾在 2007 年 5 月 13 日在中国嘉德上拍过，

时隔六载，作品价位升幅达 144.13%，复合收益率为 15.88%。该幅作品以国画山水式的真实的山水

环境为背景，是艺术家创作的水墨与油画结合试验的第三张作品，是典型的“以虚托实”的重要代表

作品之一。100 万至 500 万为靳尚谊作品的中坚力量，45 件成交作品成交额为 1.19 亿元人民币，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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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交额的 25.77%。其次为 5,000 万以上的作品价格区间，1 件作品的成交额贡献了 18.47%的拍卖

份额。可见在靳尚谊作品拍卖市场中，其作品市场认可度很高，高价作品的市场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

的。 

靳尚谊不同价格区间作品分布图 

 
总量 油画 素描 版画 

5000 万-1 亿元 1 1 0 0 

1000 万—5000 万 8 8 0 0 

500 万—1000 万 9 9 0 0 

100 万—500 万 45 45 0 0 

50 万—100 万 22 22 0 0 

10 万—50 万 19 13 6 0 

10 万以下 20 4 3 13 

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靳尚谊 1999 年 髡残 RMB39,100,000 北京保利 20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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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历年靳尚谊作品拍卖 TOP10 

排名 拍品名称 估价（RMB,元） 
成交价

（RMB,元） 
拍卖公司 拍卖日期 

1 靳尚谊 1983 年作 塔吉克新娘  16,000,000-20,000,000 85,100,000 中国嘉德 2013/11/16 

2 靳尚谊 1999 年作 髡残  22,000,000-28,000,000 39,100,000 北京保利 2013/6/1 

3 靳尚谊 1996 年作 孙中山  12,000,000-15,000,000 23,000,000 北京保利 2013/6/1 

4 靳尚谊 1996 年作 孙中山  咨询价 20,470,000 北京华辰 2012/5/12 

5 
靳尚谊 1969 年作 毛主席视察上钢

三厂 

18,000,000-22,000,000 20,216,000 中国嘉德 2009/11/21 

6 靳尚谊 1966 年作 毛泽东全身像 18,000,000-26,000,000 20,160,000 华艺国际 2009/6/25 

7 靳尚谊 1987 年作 祈  10,000,000-12,000,000 18,400,000 北京保利 2013/6/1 

8 靳尚谊 1999 年作 画僧髡残  5,500,000-6,500,000 16,016,000 中国嘉德 2007/5/13 

9 靳尚谊 1988 年作 女人体  10,000,000-15,000,000 14,950,000 北京保利 2013/6/1 

10 靳尚谊 1997 年作 梦  6,000,000-9,000,000 9,200,000 华艺国际 2011/12/11 

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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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趋势：市场行情整体向好 作品市场认可度较高 

靳尚谊作品虽然自中国艺术品市场开启以来便进入艺术市场，但由于每年释出量很少，一直到

2004 年秋，其作品在拍卖市场基本处于“休眠期”，每年只有 1-2 件作品上拍并成交，每年的成交总

额都在 200 万元以下，作品市场价位相对不高，主要集中在几万至百万之间。直到 2004 年 5 月 15

日，其作品首次跨入百万元大关：2002 年创作的《坐着的女人体》在中国嘉德以 121 万元的价位成交。

尽管这段时间，靳尚谊作品市场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但这并不代表其作品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相反，

其作品一旦作品流入市场必定引起藏家的高度关注，成交率为 100%。 

 

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自 2005 年春伊始，靳尚谊作品拍卖市场进入“活跃期”，拍卖总额在 2007 年春迎来了第一个高

峰：作品自 2004 年秋的 2 件增加至 2006 年春的 16 件，而成交总额则一路飙升，2005 年秋突破千

万元阶梯之后，在 2007 年春达至 3,031.60 万元。作品高价自 2006 年 11 月 21 日刷新纪录后在 2007

年 5 月 13 日再度刷新，从 500 万级别迅速跨入千万元俱乐部：1985 年创作的《三个塔吉克少女》在

2006 年秋北京保利以 506 万元成交；《画僧髡残》在 2007 年春以高出最高估价 1.46 倍的价位——

1,601.6 万元成交，成为首幅单价千万元的拍品，这也成为该季度高成交额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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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秋之后，中国油画拍卖市场中的靳尚谊的作品在量上有一定的增加，作品成交额呈现 S 型

不断增加趋势，2009 年秋靳尚谊作品成交总额达 3,304.88 万元，作品上拍 10 件，成交 9 件，历史画

作品《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1969 年作）以 2,021.6 万元成交，占该季度总成交额的 61.17%，可见

此幅作品对该季度艺术家拍卖市场的支撑力度。该作品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美术学院师生们都

要进行教改、深入基层的背景创作的，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时代精神，为靳尚谊个人完成的唯一一张工

业题材的油画，没拍过照片，也没展览过。 

 

靳尚谊 1969 年作 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 RMB 20,216,000 中国嘉德 2009/11/21 

2011 年春受中国油画及当代艺术市场继续盘整的影响，及释出作品质量的影响，靳尚谊作品拍卖

市场一度陷入低谷。作品上拍 8 件，成交 4 件，作品总额仅为 230.35 万元，作品单价仅为 57.59 万

元/件，作品高价为在北京翰海 132.25 万元成交的《塔吉克老人》（1981 年创作）。 

在此之后，靳尚谊作品拍卖市场迅速反弹，并呈迅速攀升趋势。2013 年春在作品仅有 6 件上拍的

情况下，成交总额达 9,775 万元；有 4 件千万以上的拍品入围艺术家历年拍卖作品 TOP10 榜单，这 4

件作品均来自 2013 年 6 月 1 日北京保利拍卖，除了作品《髡残》之外，1996 年创作的《孙中山》以

2,300 万元位居其次，1987 年创作的《祈》成交价为 1,840 万元，1988 年创作的人体油画《女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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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 1,495 万元。作品《孙中山》为靳尚谊历史人物肖像画之一，最早的一幅是 1986 年为孙中山诞

辰 120 周年而创作的，画作采用寓意性古典主义写实手法，典型地表现了中国画中所强调的对“真”

的追求和新古典主义手法对寓意性的人物刻画的完美结合，之后被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收藏。此次北

京保利上拍的《孙中山》是后来为《孙中山与华侨》的展览专门绘制的。2013 年秋拍，靳尚谊作品拍

卖市场迎来了它的历史高峰期，成交总额和作品高价达历史最高。 

  

靳尚谊 孙中山 RMB23,000,000 北京保利 2013/6/1  靳尚谊 祈 RMB18,400,000 北京保利 2013/6/1 

 

创作时期：后期创作风格备受市场青睐  “新古典主义”时期作品价位最高  

靳 尚 谊 的 艺 术 创 作 时 期主 要 分 为 训 练 中 的 初 学期 （1949-1957）、 自 我训 练 中 的 摸 索 期

（1958-1979）、旅行中的成熟期（1980-1983）及探索中的突破期（1984-）四个重要时期。拍卖市

场中，第二时期及最后一个时期的作品数量最多。在此以专攻品类——油画作品市场为例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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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监测，靳尚谊 “探索中的突破期”市场支撑力度最强，

拉升油画整体成交总额：43.65%的上拍总量支撑了 53.09%的市场总额，并且高价作品中大多来源于

此阶段，18 件 500 万以上的作品，这一时期作品占有 13 席，《髡残》、《孙中山》等高价作品均出自这

一时期。靳尚谊这一时期创作周期较长，历时约 20 载，作品市场流通数量最多。“自我训练中的摸索

期”油画作品释出数量最多，比重占 46.03%，但市场支撑力度较弱，仅支持了 25.01%的拍卖份额。

这主要是由于这段时间艺术家创作处于探索期，还未达到成熟，市场认可度相对不高。 

1980-1983 年这一时段，虽为靳尚谊艺术创作的成熟期，但由于这一时期的许多经典作品被美术

馆所收藏，市场中流通的作品较少，但市场价位较高，市场支撑力度最高，可谓靳尚谊作品拍卖的“黄

金时期”。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这一创作时期靳尚谊作品共上拍 11 件次，成交率 100%，成交

总额为 9,984.06 万元人民币，市场份额比重为 21.77%，其中“新古典主义”代表之作《塔吉克新娘》

以 8,510 万元的高价位居艺术家个人作品拍卖首位。 

在靳尚谊的 4 个创作阶段中，“训练中的初学期”的油画上拍量和成交总额最少，比重仅为 1.59%

和 0.12%。这一时期艺术家身处美院学习，创作数量不多，并大都以革命历史画为创作主题。其中共

上拍的 2 件作品，均为同幅作品《在和平的讲坛上》，该件作品 1997 年秋拍在香港佳士得未成交，2004

年秋拍中以 57.2 万元被浙江的企业家收藏。画作为 1956 年作者在马克西莫夫训练班学习时画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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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油画肖像画创作，曾参加 1997 年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举办的“亚洲艺术博览会”。其姐妹篇 2007

年以同样题材的创作的一幅周恩来《和平的讲坛上》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靳尚谊不同创作年代的油画作品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价格特征，一方面由于其坚持不懈的艺术探

索和艺术创新，使其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艺术水平并在不断探索和研究中走向

成熟；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创作年代作品在市场上释出量不同，由于供需关系导致价格特征也存在差

异。 

 

创作题材：人物肖像作品市场份额最多 历史画作单价最高 

靳尚谊的油画创作题材主要有历史画、人物肖像画、风景画，其中人物肖像画数量最多。靳尚谊艺

术创作以人物肖像著称，他通过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表达他对社会现实的感受。邵大箴对此给予高度

评价：“结构严谨、单纯，表现层次丰富，人物刻画真实、生动，平面装饰感与真实空间感的巧妙结合，

线造型与体面造型的有机交融，是靳尚谊油画艺术的鲜明特色。” 

 

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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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拍卖市场中上拍最多的也主要是其人物肖像作品，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

计，靳尚谊人物肖像作品共上拍 108 件次，占其油画上拍总量的 85.71%，成交总额占比 77.74%。作

品分布在各个价格阶梯，其中 100 万至 500 万之间的作品为靳尚谊人物肖像油画价位集中区，41 件

作品成交额为 1.06 亿元，占本题材作品成交额的 29.78%。此外，1,000 万以上的高价区域，人物肖

像画共有 5 件，略高于历史画作品件数。 

历史画作为靳尚谊特定时期的作品，其作品单价最高。尽管在靳尚谊历年油画拍卖中，历史画作

仅有 9 件，占比 7.14%，但其贡献了 21.34%的市场份额。在三大主题油画作品中，该主题作品单价

最高 ，为 1223.35 万元/件次，比人物肖像题材作品高出 808.84 万元/件次。并且 4 件作品入围靳尚谊

作品拍卖 TOP 榜，分别为北京保利和北京华辰分别推出的《孙中山》，中国嘉德上拍的《毛主席视察

上钢三厂》、华艺国际上拍的《毛泽东全身像》。 

 

靳尚谊 1991 年作 村口 RMB 1,012,000  北京荣宝 2005/11/27 

风景画为靳尚谊创作为数不多的题材之一，相对前两种主题作品，市场价位较低。目前上拍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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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油画作品中，最高价作品为 2005 年 11 月 27 日北京荣宝上拍的《村口》（1991 年作），成交价位

101.2 万元。该作品 3 次被上拍，2004 年这一作品价位为 39.6 万元，2008 年作品成交价为 79.52 万

元。 

区域分布：北京地区一枝独秀  广东地区后来居上 

靳尚谊作品拍卖市场主要在国内，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沪浙一带，其中北京地区为拍卖重镇，

共有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时、北京诚轩、北京华辰等 23 家拍卖公司推出 96 件油画拍品，占

总上拍量的 76.19%，成交总额占历年艺术家书画拍卖总额的 83%以上，并且在艺术家作品拍卖 TOP10

榜单中占据 8 席。在这一地区拍卖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嘉德和北京保利两大拍卖龙头企业推出靳

尚谊的作品最多，分别为 39 件和 19 件，并且一举拿下 TOP10 榜单中的 7 席，其中来自中国嘉德的

《塔吉克新娘》摘得桂冠。 

广东作为靳尚谊油画拍卖的又一重地，共有广州银通、华艺国际 2 家拍卖公司推出艺术家作品，上

拍份额为 14.29%，成交比率为 83.33%，而成交总额所占比例为 13.37%，主要是由于广州银通 3 件

作品全部流标拉低了作品成交总额。这一地区的高价作品为 2009 年 6 月 25 日华艺国际推出的历史画

作《毛泽东全身像》，成交价为 2,016 万元，位居当季艺术家油画拍卖高价首列。 

 

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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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艺术家作品公共收藏状况分析 

靳尚谊不仅在油画创作、学术研究、美术教育方面建树颇多，而且在社会公益方面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 

尽管市场一刻从未停止对靳尚谊的作品的关注和追逐，但对于驰名画坛 60 余载的当代油画巨匠而

言，靳尚谊更为看重的是艺术作品的社会文化功能，他强调美术馆具有保存优秀视觉文化、培养公民

文化素质、提高社会审美水平的重要作用，应加快缩小中国的美术馆建设与国际著名艺术类博物馆的

差距，努力发挥藏品作用，以体现其文化功能。他认为：“捐赠才是艺术品最好的归宿”，“一个艺术家

最好的作品应该留在美术馆。我愿意把最好的作品有目的地捐给国家美术馆和一些地方美术馆，支持

美术馆的文化建设，为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为此，他怀着对中国美术馆事业的热情，

积极把其优秀作品捐赠给全国各地的美术馆，以实现社会文化功能。 

 

数据来源：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统计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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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不完全统计，靳尚谊共向 15 家

美术馆、博物馆机构捐赠了 70 件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其中中国美术馆靳尚谊作品馆藏数量最多，包

括靳尚谊《塔吉克新娘》（1983 年）、《鲁迅》（1981 年）、《瞿秋白在狱中》（1984 年）、《八大山人》

（2006 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2009 年）等 44 件作品，占总捐赠数量的 62.86%；其次河南

省美术馆获赠作品 5 件，是获赠作品最多的省级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获捐 4 件，涵括《青年

女歌手》、《坐着的女人体》（1988 年）、《晚年黄宾虹》、《延安老农》（2001 年）。 

 

靳尚谊 1981 年 鲁迅 

私人收藏方面，靳尚谊的作品多次被世界各地藏家所收藏。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他的部分作品

被展藏：1981 年 6 月，“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首次在香港展出，《小提琴手》虽然被列为非卖品，

仍被新加坡收藏家购藏；《画家黄永玉》在《光明日报》举办的专题性美展上展出，获优秀作品奖，被

黄永玉私人收藏。1982 年，作品《回忆》，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美展上展出时被美国私人收藏。1984 年，

《塔吉克新娘》、《蓝衣少女》在日本名古屋“现代中国油画展”上被当地藏家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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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尚谊 1984 年 蓝衣少女 

 

靳尚谊 1984 年 青年女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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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场前景分析 

画如其人，靳尚谊对待市场的态度很低调，甚至有点“无视”。面对强劲的市场需求，他始终认为

“捐赠才是艺术品最好的归宿”，在只允许自己少量作品进入市场的同时，多年来持续向美术馆捐赠作

品。尽管如此，由于其突出的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力，其艺术作品在中国艺术界和艺术市场中享有很

高的声誉，成为藏家追逐的焦点。作品在京、广、沪、浙、港等中国艺术品拍卖重镇不断上拍，并且

得益于稳定的收藏群体，成交率高至 81.63%，这在当代油画家中是不多见的。 

在中国艺术市场持续发展、艺术品收藏热情高涨及买家愈发理性谨慎的背景下，精品佳作已成为

硬通货。作为集学术、市场和社会等多重影响力于一体的靳尚谊，其艺术作品早已位列藏家购藏的名

单上，市场中一旦有精品释出，必将引起藏家的竞夺。且其典型艺术风格代表作已上升至千万级别，

随着中国油画及当代艺术市场的回暖及迅速发展，收藏群体的不断壮大，这些作品将会再次刷新拍卖

纪录。但受限于艺术家作品市场中的流通数量，油画作品拍卖市场很难形成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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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艺术家作品获奖、收藏情况 

【获奖记录】 

2006 年 获中国文联颁发的 2006 年“造型艺术成就奖”； 

1986 年 《孙中山》，获 1986 年全国最佳邮票设计第一名；   

1984 年 《瞿秋白》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获银质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1 年 《画家黄永玉》在《光明日报》举办的专题性美展上展出，获优秀作品奖；   

1980 年 《探索》在“北京市油画展”上展出，获优秀作品一等奖。 

【重要收藏】 

    2009 年，《侧光人体》、《八大山人》、《惊恐的妇女》等 14 件油画作品及 25 件素描作品捐赠给中

中国美术馆； 

2005 年，《延安老农》捐赠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2000 年，风景油画《古老的灯塔》参加庆祝澳门回归“中国艺术大展”并赠送澳门特区政府； 

1986 年 《孙中山》获全国最佳邮票设计第一名，由邮电部收藏；   

1984 年 《瞿秋白》参加“第 6 届全国美展”，获银质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4 年 《塔吉克新娘》在日本名古屋“现代中国油画展”上被收藏家收藏；  

1984 年 《蓝衣少女》在日本名古屋“现代中国油画展”上被收藏家收藏；   

1983 年 《塔吉克新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3 年 《自然的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3 年 《鲁迅》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2 年 《回忆》，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美展上展出，被美国私人收藏；   

1981 年 《小提琴手》在香港“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上被新加坡收藏家购藏；   

1981 年 《画家黄永玉》在《光明日报》举办的专题性美展上展出，获优秀作品奖，被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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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青春》 在“三届油画研究会展”上展出，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0 年 《思》在“三届油画研究会展”上展出，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77 年 《北国风光》被革命博物馆收藏。  

 

靳尚谊 1979 年 小提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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