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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作品价格的生成研究 

——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作品为例 

丁传国
1
 

【摘 要】：陶瓷艺术作品价格生成以艺术生产为研究的起点，在艺术生产阶段，陶瓷艺术作品“出厂价格”的

生成，体现的是作品原始的价值，陶瓷艺术作品进入市场实际价格的产生，反映的是作品市场交易价格的存在，陶

瓷艺术作品进入流通领域发生的价格演变，反映的是作品在流通领域中的价值趋势。陶瓷艺术品价格生成的研究很

容易被价格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使得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因而必须深入问题的根源，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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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作品作为商品进入艺术市场，价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进入市场的一个必要条件。陶瓷艺术作品的价格问

题是陶瓷艺术市场的核心问题，它连接着市场的两端——陶瓷艺术品的买卖双方，陶瓷艺术市场的其他一切问题都是由此展开。

陶瓷艺术市场中艺术作品所标出的高低不等的价格，只是一个表面的存在，而真正的成交价格或许一直就是一个谜。我们或许

无法彻底解开这个谜团，但通过对陶瓷艺术作品价格的生成研究，可以在发现其内在发展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揭示陶瓷艺术作

品价格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一、生产阶段“出厂价格”的生成 

从历史资料看，同样大小规格的瓷器，陶瓷艺术作品的生产价格远远高于一般工人彩绘瓷器的价格。一般彩绘工人生产出

来的瓷器，是作为一般物质产品进行销售并参与市场流通消费的，这种情况下，对于厂主而言，进行的是产业资本的生产，因

此“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商品的实际价格=商品的生产价格+商业利润”。[1](P319）

对于彩绘工人而言，他们得到的只是工资，而厂主能够得到利润。这里商品的生产价格高于成本价格，同时生产价格也是厂主

卖给商人的商品价格。陶瓷艺术作品的艺术生产，主要是个体的生产，属于个体所有各个不同的艺术商品。因此陶瓷艺术作品

的生产价格，也可同时视为成本价格，没有必要在生产价格里面，划分出成本价格和利润部分，如果非要划分，成本价格里的

工资部分就是将陶瓷艺术家视为平均工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支付，即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货币表现。 

生产价格高于成本价格的部分就作为陶瓷艺术作品的“利润”，这个利润的来源显然不是剩余价值，它来自于艺术家的技

术系统、创造力以及名声和最终作品质量等，这样的解释可以让问题细化。事实上，将陶瓷艺术家的工资和所谓的“利润”合

二为一作为艺术家的劳动力价格，或者说是艺术家的时间成本，对于问题的解决会变得简单，因为这都是艺术家在某段时间上

持续劳动付出的结果，体现为艺术家的劳动力价格，因此劳动力价格不同的原因成为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是陶瓷艺术作品生

产价格中必须面对和阐释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复杂劳动：“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

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2](P57-58）但是艺术劳动由于其反映出的价值特点不能进行这样的计算，因为

它受到艺术家自身以及接受者等因素的影响，同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劳动有时可能一文不值，有时却可能价值连城。不同艺术家

的艺术劳动其价值更是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很难用马克思的复杂劳动去解释陶瓷艺术生产中艺术家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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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陶瓷艺术作品生产价格与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商品生产价格一样，都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在现实社会中，要受到

很多现实情况的影响。作为商品,无论是一般的物质产品，还是陶瓷艺术作品这样的精神产品，它们具有共性的一面，它们的价

格都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不同的是，一般物质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陶瓷

艺术作品最初的价值由艺术家个体的特殊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的实现要受到很多艺术市场因素的制约。但不管是物质商品还

是作为商品的陶瓷艺术作品，商品交换都是以价值量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因此，在艺术生产阶段，陶瓷艺术作品价值量的

确定成为问题的突破口。陶瓷艺术作品价值的生成包含了两方面，一是物质层面生成的价值；二是艺术劳动层面生成的价值，

两者构成了陶瓷艺术作品“出厂价格”生成的价值基础。 

以“珠山八友”为例，他们在艺术生产过程中，物质方面的投入“不计成本”，无论材料、工具及相关工艺的人力付出，

相比一般彩绘瓷产品来说，都是高成本的投入。“珠山八友”绘制瓷器购买的都是质量好的瓷胎、颜料，同时在填色、烧制等

工艺方面都是请高水平的师傅参与，尽管成本投入高，但最终画面的效果出色，这是一般物质成本投入很难达到的，不仅能展

现艺术家的才华，也能更好地打造自己的艺术名声。尽管“珠山八友”作品的价格生成不能忽视其物质层面的因素，但是，“珠

山八友”作品价值的主要部分还是由艺术劳动所生成，一定程度上艺术家的劳动价值量与艺术品的价值量是一致的，因此，艺

术品的价值量必然要通过艺术家的劳动价值量来衡量。“珠山八友”作品的劳动价值量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 

首先，技术系统与艺术创造力是作品价值生成的重要途径和来源。艺术家的技术系统，是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的基础。

艺术家的技术系统，包含了师承、技术掌握的广度和深度等相关内容。艺术家的技术系统是其艺术创造力的基础，艺术创造力

是艺术品艺术价值的主要生成手段。“珠山八友”的领军人物王琦，以创造性的“西法头子”技法表现粉彩人物，运用了西洋

画法表现人物面部，使得人物五官立体，增加了逼真感。邓碧珊最早尝试用绘制地图的九宫格来绘制瓷板画肖像画，准确勾勒

人物形象，使得绘制肖像技术形成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何许人独具匠心的瓷上雪景表现，是粉彩材料运用技术方面的重要创新，

以玻璃白来表现雪景，开启了瓷上雪景表现的先河。刘雨岑总结的“水点技法”受没骨花鸟画的启发，先用玻璃白填出花朵形

象，再以水笔调色料加以点染，这种技法的运用使得花鸟形象活泼自然，色彩过渡自如，对于粉彩花鸟的艺术表现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另外，田鹤仙的“梅花弄影”、王大凡的落地粉彩人物、汪野亭的“汪氏山水”等，在技术层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具有个性化的艺术面貌。“珠山八友”的技术系统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逐渐得到完善，形成了很强的艺术创造力，成为“珠山八

友”作品价值生成的重要原因。 

其次，艺术劳动时间及最终形成的作品效果。艺术劳动时间的长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感知劳动价值量的外在指标。艺

术家的技术系统、创造力等都内化在艺术家的艺术劳动之中，同时技术具有一定的遮蔽性，劳动时间或许成为唯一可以衡量价

值的量。劳动时间的长度是计算某一艺术家某种技术完成的艺术品价值量的重要参数。“珠山八友”的作品中，是否重工对于

作品价值大小有所不同，表现出价格差异。重工所费艺术劳动时间多，因而价值相对较大。但需要说明的是，艺术创作是精神

劳动，劳动过程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不能孤立的、简单地用劳动时间的长度去衡量艺术品的价值量，必须看劳动结果——艺

术作品的完成情况。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劳动的结晶，是其价值衡量最直接的对象。艺术品承载了艺术家的技术、创造力、思想

等精神内容，它们在艺术作品中留下痕迹，形成了艺术作品的面貌，凝聚成作品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思想价值等。所有的

这些价值最终决定作品的质量，而质量的高低决定价值的大小。不同“珠山八友”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同，同一个艺术家的不同

作品价值也不同。 

最后，艺术家的名声影响艺术品的价值。艺术家的名声首先是在劳动价值的判断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作品被消费时产生的

新精神内容，对于艺术品的价值形成，艺术家名声传播也是不能忽视的。艺术家的艺术名声是由艺术家的作品积累而来，随着

艺术品的流通消费而使艺术名声得以传播，随着艺术名声的传播，艺术家的名声得以积累。因此，本质上讲，这是作品在流通

领域会被赋予的新精神内容，这些精神内容所体现的价值会通过艺术家后续创造的作品体现出来。“珠山八友”中王琦的名声

最大。向焯在《景德镇陶业纪事》第三章“陶人”部分清晰的记载了王琦的名声，“王之画像……，为一时杰出”[3](P734）。名声

给艺术品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作品价格的变化。 



 

 3 

“珠山八友”中王琦的画价最贵是公开的事实，其他“珠山八友”成员，在景德镇也已具有了不错的名声，尽管他们的作

品价格没有王琦高，但也远非一般瓷绘艺人所能比。“珠山八友”因为艺术名声增加了作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较高的作品价

格。 

在艺术生产阶段，陶瓷艺术作品的价值是由艺术家的劳动价值所决定，艺术家根据自己劳动的具体情况会给出一个作品价

格，这个价格可能是直接面对市场的实际价格，也可能是给中间商的生产价格。艺术家所给出的价格往往以作品尺寸为主要标

准，“珠山八友”的价目表就是最好的注脚，“艺术品一级市场最令人吃惊的惯例是，无论什么时候都避免按照作品质量进行

定价”[4](P734）。陶瓷艺术作品价值要实现价格的转换必须通过艺术市场进行,通过购藏者的消费来实现。艺术品价格围绕它的价值

上下波动，但是这种波动受到艺术市场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有时在表面完全掩盖了这一事实。 

二、进入市场实际价格的产生 

陶瓷艺术作品生产领域的价格是艺术家作为卖者将艺术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时的价格。一个合理的陶瓷艺术作品的定价是

艺术家与艺术市场广泛接触后根据实际情况最终确定的价格，这个价格也会随着艺术市场的情况而改变。陶瓷艺术作品进入市

场的实际价格由具体的经营方式来确定，如果由中间商经营，理论上艺术家以陶瓷艺术作品的生产价格交由中间商经营；如果

由艺术家自己经营，理论上艺术家以高于生产价格的实际销售价格直接进入终端消费市场，高出的部分理论上是艺术品的“商

业利润”。艺术家自身经营，“商业利润”由艺术家自己获得，如果是中间商经营，中间商获得“商业利润”。“珠山八友”

作品销售价格的形成因为进入市场渠道的不同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珠山八友”自己经营作品的销售；一种是通过中间商经

营作品的销售。 

（一）艺术家经营 

“珠山八友”对作品直接进行销售，获得了生产价格中的利润，同时也取得商业利润。因为在这种境况下属于“自产自销”，

两种利润合二为一。为了更好地获取商业利润，“珠山八友”的作品交易都要有一个较好的场所,而最重要的场所或许就是他们

的“新式红店”，也是他们的工作室。《瓷艺与画艺——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瓷器》中提及：“一九二 0年至一九三 0年前后有

名的景德镇绘瓷艺人有王琦、王大凡、邓碧珊、徐仲南、汪野亭、田鹤仙、程意亭、刘雨岑、何许人、毕伯涛、王步、张志汤、

汪大沧等，他们大都自设画室接写瓷器，例如王琦的匋匋斋、王大凡的希平草庐、刘雨岑的饮冰斋、程意亭的佩古斋、汪野亭

的平山草堂、田鹤仙的古石斋、张志汤的亦匋斋和徐仲南的棲碧山馆等等。”[5](P17）王琦的工作室是自己购置的，在今天景德镇

的南门头一带，工作室与住所合二为一，同时也是接待生意的重要场所，工作室中有作息表和价目表，作品明码所标的价格，

理论上是包含了商业利润的实际销售价格。“珠山八友”其他成员大多也有类似这样的工作室，只是位置、大小，以及是否自

己属有的区别。但基本可以推断，“珠山八友”都要直接面对市场经营自己的作品，而且场所情况的好坏会影响作品的销售。 

“珠山八友”销售作品以订制为主，那么必然有销售价格的发布，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就是作品的实际销售价格。“珠山八

友”采用不同形式的价格发布。王琦在自己的工作室张贴价目表，王大凡和汪野亭也有价目表发布，汪野亭的女儿王桂英曾回

忆汪野亭价目表的存在，只是“文革”期间丢失了，而且清楚地记得 10件的瓶子售价为十块银圆。 

“珠山八友”作品的订制有个人作品的订制，也有多人合作的配樘订制。多人合作的配樘订制以王琦组织的最为著名。当

时“珠山八友”的合作订制以王琦为首来组织的较多，合作者由王琦邀请。对于这种合作订制，王琦可以决定合作人员的组成，

而且王琦的作品价格能够影响整体作品最后的销售价格。相对于合作订制，个人作品的订制对于“珠山八友”来说更为重要。

首先我们能够从“珠山八友”现存作品的题款感受到作品定制的常态化。题款中大多会有“某某艺术家画”“某某赠予”等相

关内容，可以看出“珠山八友”的作品大多都是要订，订制或许就是他们作品生存的方式。订制对作品会提出具体要求，比如

画的题材内容、是否需要瓷器的边角装饰，是否由艺术家一并请人完成等等细节。正常的预订行为以预付订金作为保证，同时

会约定好具体要求及相关细节。另外也有不付订金口头约定的情况，这种情况没有实质性的双方约束，因此会发生没有履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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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况。订制的销售方式基本都是艺术家与客户直接联系，往往是终端的销售，且大多明码标价，在理论上是包含了商业利

润的实际销售价格。 

（二）中间商经营 

“珠山八友”作品的销售，中间商经营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中间商销售“珠山八友”作品，最重要的目标是赚取商业利润。

因此“珠山八友”与中间商合作，与自己经营相比较，理论上要将商业利润空间留给中间商。但是对于这种利润的具体比例或

者具体数目，已很难清晰界定，或许每个艺术家的情况也有区别。王大凡在南昌丽泽轩有一个公开的润例，其中十件的瓶子售

价为 10 元，在景德镇王大凡的瓷器售价似乎也与此相差无几，当时汪野亭的作品售价为十件的瓶子 10 元，王大凡与汪野亭名

气相当，在景德镇都属于名家一列，又都是“珠山八友”成员，价格大致相当。如果王大凡在景德镇的作品售价也是十件的瓶

子 10元，那么中间商的商业利润就显然体现在艺术家给中间商的价格让利，让利的部分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家自营时的商业利润。 

“珠山八友”的中间商以南昌丽泽轩最为人知，也最重要。丽泽轩经营“珠山八友”瓷器主要是采用包买形式，在本质上

这种形式体现着订制的特征。丽泽轩与艺术家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于需要的作品会提出要求，提前预订。“珠山八友”的中

间商，对他们艺术名声的传播，经济状况的改善等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珠山八友”与丽泽轩合作双方存在合同的可能性，如

果有合同的存在，价格应该是合同中最重要的内容，原则上这个价格是艺术作品的生产价格，但是因为丽泽轩的包买性质，这

个价格或许还会低于正常的生产价格，形成的价格空间就是包买的“利润”。除了包买，丽泽轩与艺术家的合作，还有另一种

形式，就是请艺术家彩瓷。“珠山八友”中的很多艺术家都曾有这样的经历，如王琦、王大凡、毕伯涛等人。当年丽泽轩为座

店绘瓷的王大凡制定了润例表，很好地印证了这样的事实。中间商以座店彩瓷这种方式与艺术家合作，在作品价格上与包买相

差不大，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 

还有一种称作“经纪”的中间商与陶瓷艺术家作品的买卖有着重要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经纪”，是一种带有倒卖性质的

小贩，他们不会画瓷器，但他们有卖名家瓷器的门路，同时也了解名家瓷器，跟艺术家相熟。“经纪”以销售名家瓷器的差价

为佣金收入。王锡良的父亲王大屏是“珠山八友”成员王大凡的哥哥，从事过“经纪”这个职业，主要卖王大凡的瓷器。通过

“经纪”来销售瓷器，对于艺术家来说有一定风险，风险来自“经纪”是先拿瓷器，卖完后再结账这种方式。通过所谓的“经

纪”来销售瓷器，双方会先谈好一个价格，理论上是艺术家的生产价格，“经纪”销售的最终实际价格可能随意性会大一些，

但或多或少一定会赚到商业利润。 

“珠山八友”作品的销售价格，对于艺术家来说，虽然有润例的存在，但有时也会变通，尤其在那个年代。“珠山八友”

作品在艺术市场的实际价格，我们既要重视明码标价的润例，也要看到与中间商合作时的生产价格，尽管大部分时候它是一种

理论上的存在，但更要理解每一次作品成交时实际销售价格的上下差异。 

三、流通领域发生的价格演变 

陶瓷艺术作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产品，由物质形式和精神内容组成。物质形式规定了其陶瓷材料的属性、大小、色彩等可

以直接触摸感知的部分。精神内容是艺术作品反映出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包括艺术作品的艺术面貌、特征、风格等，并由此进

行的在艺术审美、学术研究、历史价值等方面的解读阐释，以及由作品传播而形成的艺术名声等，具有相对广泛的内容。精神

内容的丰富程度最终决定了陶瓷艺术品的价值，并最终影响价格走向。 

陶瓷艺术作品由艺术作品的生产者投入市场成功交易后，艺术品就进入了流通领域进行流通、消费的循环，这是一个陶瓷

艺术作品价值检验、再造的通道。陶瓷艺术作品价格在流通领域发生了变化，本质上价值也发生了变化。陶瓷艺术作品的价格

围绕价值的波动有时过大以致发生背离，这种情况会在后续的流通中因为市场力量的作用得到调整。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艺术

市场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因素，陶瓷艺术作品在流通领域的价格呈现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数值，反映出作品价格的变化趋势，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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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陶瓷艺术作品交易无法得知细节及成交价格，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次交易都会有一个新价格形成。最初陶瓷艺术家以尺寸

来计量出卖的作品，经过流通领域流通再消费后或许每一幅都会有不同的价格，反映出流通领域对于作品价值的深刻影响。相

同尺寸的作品有不同的价格，同一幅作品在不同的交易中也可能有不同的价格，这说明陶瓷艺术作品每一次的成交都有一定的

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来自多个方面，交易时间的偶然性、交易地点的偶然性、交易双方的偶然性等等。或许这种偶然性会对作

品价值产生偏离，但仍然以作品价值为基础。 

“珠山八友”作品从民国时期陆续进入流通领域，其中的价格变化难以一言道尽，本文试图通过近年公开的相关数据来探

究其在流通领域的大致情况。2011—2014 年嘉德和保利两家拍卖公司对“珠山八友”作品进行了拍卖，拍卖结果呈现的数据对

“珠山八友”作品在流通领域的状况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对“珠山八友”十位艺术家作品的拍卖数据进行了梳理，大致

勾勒出流通领域中的“珠山八友”作品 2011—2014 年间价格的一个简要印象。总结如表 1（不含合作作品和打包一起拍卖的作

品）： 

表 1“珠山八友”2011-2014年拍卖情况表 

序号 艺术家 上拍数 成交率％ 
平均作品价格（瓷板、器皿）单位：

万元 

1 王琦 15 60.00 瓷板：68.62 

2 王大凡 14 50.00 瓷板:417.45;器皿:85.1 

3 徐仲南 16 62.05 瓷板:22.43;器皿：18.4 

4 邓碧珊 6 50.00 瓷板：148.2 

5 何许人 9 77.80 瓷板:204.86;器皿:27.6 

6 汪野亭 22 45.46 瓷板:42.28;器皿：15.41 

7 毕伯涛 6 50.00 平均每件 6.81（合） 

8 田鹤仙 15 66.70 瓷板:25.96;器皿：125.925 

9 程意亭 7 28.57 共一件瓷瓶成交：8.625 

10 刘雨岑 13 61.50 瓷板:27.93;器皿:31.57 

 

注：“合”指瓷板和器皿合在一起算。 

“珠山八友”作为一个群体，在民国时期进入艺术市场的作品价格基本相差不大，王琦作为“珠山八友”之首，当年作品

价格相对最高。然而几十年后的 2011—2014 年间，“珠山八友”作品在艺术市场中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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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4年间的拍卖数据来分析，我们能够感知“珠山八友”作品在流通领域的作品价格发生了分化。在拍卖中,成交率最高

的是何许人的作品，四年间一共在保利和嘉德拍卖了 9件作品，成交了 7件，成交率为 77.8%。何许人瓷板作品平均价格为 204.86

万元，器皿类作品平均为 27.6万元。上拍作品最多的是汪野亭作品，四年间汪野亭一共上拍作品 22件（套），成交了 10件（套），

成交率为 45.46%。瓷板作品成交平均价格为 42.28 万元，器皿及杂项平均价格为 15.41 万元。瓷板作品平均价格最高的是王大

凡作品，王大凡作品一共上拍 14件（套），瓷板 8件（套），瓷板成交 5件（套），成套拆算 6件，平均每件瓷板作品达到了 417.45

万元。器皿拍卖平均价格最高的是田鹤仙作品，田鹤仙作品一共上拍 15件（套），其中器皿 7件，成交 4件，平均价格为 125.925

万元。作品成交率最低是程意亭的作品，一共上拍 7 件作品，成交 2 件，包含一幅纸画作品，瓷器的成交价格为 8.625 万元。

上拍数量最少的是邓碧珊和毕伯涛，都是上拍了 6件。拍卖价格最低的是毕伯涛作品，一共成交了 3件，平均价格为 6.81万元。 

这些拍卖数据可能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珠山八友”作品这些年的流通情况和价格变化，或许有很多“珠山八友”精品没

有出现在拍卖会场，有部分炒作行为，有些“珠山八友”作品存在真伪问题，还有购藏者偏好，作品拍卖时社会经济状况等等

因素，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作品拍卖价格及成交率。作品尺寸大小有别，也会影响作品平均拍卖价格。尽管有如此多的影响

因素，这些数据还是能够给人以“珠山八友”作品在 2011—2014年间的流通印象。从“珠山八友”及作品本身出发，通过这些

数据或许可以说明些许“珠山八友”作品在拍卖中出现价格差异的原因。 

第一，陶瓷艺术作品的保存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物质形态自然老化，或者因为保管不慎出现损坏等导致作品面貌

发生改变，作品价值受到影响，作品保存的完好程度就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汪野亭 2013年秋季嘉德《粉彩四方

笔筒》足底小修，估价 40-45万，未成交，而另外一件 2014年春季嘉德《粉彩山水四方笔筒》尽管也未成交，但估价为 480-500

万，其价格悬殊可见一斑。 

第二，名声传播对作品拍卖价格的影响。名声是陶瓷艺术作品在流通领域价格演变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珠山八友”传

播的主要是艺术名声，流通领域中艺术名声的实质，就是艺术作品的解读阐释，经过传播、积累以后形成的精神内容。作品解

读阐释的内容，与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内容相比，越是丰富、越是正面肯定，作品价值增大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作

品的解读阐释要通过精神内容自身的传播和积累才能成为作品新的精神内容，然后转化成新的价值。“珠山八友”作为一个团

体在景德镇陶瓷绘画领域依然保持着相对广泛的影响，这也是“珠山八友”成员作品在 2011—2014年间依然能够有较高拍卖价

格的原因。 

“珠山八友”作为民国时期景德镇陶瓷绘画艺人的代表，占据了名声传播的高地，而同时期的其他艺人大多数似乎没有这

样的机遇。1929 年参加西湖博览会并获奖的瓷绘艺人名单或许是最好的说明。“获得优等奖的有程兴发、涂振祥、王松游、徐

仲南、程景堂、汪野亭、施维明、乐子安和王木生；获得特等奖的有王大凡、陈翊锳、王琦、程意亭、田鹤仙、冯启顺、程亭

生、何许人、梁克光、程兴盛、陈其美、丁郎清、陈新奕、刘雨岑、邓碧珊、熊水元等”
[6]（第七册，P656）

。这份获奖名单一共有 25

人，“珠山八友”有 9 人，除此以外有 16 人，可以想象这 25 人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群体。从某种层面来看，这些艺人当时在

瓷绘方面的成就应该不会有太大悬殊，但可以出现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也只有“珠山八友”。 

“珠山八友”因团体的力量名声得以流传。作为“珠山八友”团队中的个体，他们名声的传播显然也有很大的区别，这种

区别也造成了作品拍卖价格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一。首先，陶瓷绘画技术的传承情况。某种程度来看，陶瓷绘画技术的传承反映

了其作品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在“珠山八友”中，邓碧珊人物肖像技术、何许人瓷上雪景山水技术、刘雨岑水点技法、王琦“西

法头子”等在陶瓷绘画技术层面的创新，使其艺术名声在技术的传承过程中一并得以传播，这种传播力量因技术的开花结果而

坚实深远。其他如汪野亭“汪氏山水”、田鹤仙“梅花弄影”等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创新，也同样可以带来名声的传播。汪野亭

的“汪氏山水”至今在景德镇还能觅其形式的踪影。其次，家族后人或传人的影响力。“珠山八友”虽然远去，但他们活跃的

年代至今还未超过百年，他们的很多后人及传人活跃在景德镇陶瓷绘画领域，他们的影响力与他们先辈的荣耀交织在一起，共

同传播属于家族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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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陶瓷艺术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对拍卖价格的影响。不少研究者关注这个艺术品的数量问题。比如《“海派”绘画

作品鉴定与市场价格研究》一文提及：“一个门类的艺术品是否能够在当今拍卖市场拍出较高的价位，还是与其存世量的多寡

有直接的联系。具体涉及当代艺术家来讲，除了要具备过硬的绘画技术水平之外，还要控制自己作品的市场流通数量。”
[7](P47）

正常情况下，如果同一个艺术家艺术作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增加，那么在流通领域形成的艺术名声所带来的价值增值就会随

之增大，但同时在流通领域艺术品数量的增多，使得每一件艺术品所承载的精神内容会被稀释，价值就会缩小。 

这是数量带来的一个价值反方向的运动。因此，当艺术名声带来的价值增大的值超过了精神内容被稀释、价值缩小的值，

那么作品数量在流通领域的增加并不会带来价值的缩小，反而会带来价值的增加。对于具有广泛影响力名声的艺术家来说，控

制数量对于拍卖价格有意义。但对于大多数艺术家来说，应尽可能地通过作品的数量扩大艺术名声的传播，尽可能使进入流通

领域的每一件作品带来的艺术名声增大，而被稀释的精神内容减少，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作品所承载的精神内容，避免同质化

的作品增多，更多地强调作品创新。对于“珠山八友”来说，作品的数量对于名声的传播更具意义。“珠山八友”中作品数量

较少的毕伯涛、程意亭等，个体的艺术名声显然受到了影响，他们的作品拍卖成交率及价格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总而言之，

尽管不可能对“珠山八友”成员的作品拍卖价格逐一进行对照找出其合理存在的理由，但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理清流通

领域中陶瓷艺术作品价格产生变化的可能性。 

四、结论 

陶瓷艺术作品价格生成是一系列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中包含了陶瓷艺术作品最初进入艺术市场的价格，包括进入艺

术市场以后的流通、消费过程中不断发生价格变化的过程。陶瓷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创作者的情况、作品蕴含的精神内容等

构成了作品价格内在生成因素；陶瓷艺术作品介入市场的时机、场域、遇到的购藏者情况等形成了作品的成交价格；陶瓷艺术

作品在流通领域的流通、消费等组成了作品价格的动态曲线。 

“珠山八友”作品价格与他们的陶瓷绘画技术、风格创新、艺术名声等自身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填彩、烧炉等其他

人完成的工序体现为高成本投入，所有这些相关内容构成了“珠山八友”作品价格的定价脚本。在“珠山八友”作品销售过程

中，艺术家自己销售会倾向于赚取商业利润，而中间商销售时，艺术家要让出商业利润。“珠山八友”作品进入流通领域后，

作品的每一次交易都有一个价格出现，而每一个价格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对于“珠山八友”陶瓷艺术作品来说，生成

的价格就是一个由很多交易节点的价格构成的曲线，这条曲线会随着节点的增多一直延伸，而这条延伸曲线上“珠山八友”不

同成员作品形成的节点已逐渐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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