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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能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吧。作为一个普通人，没有买过什么奢侈品，看过几个艺术展也没太看
懂。看这本书只是记住了几个名字，萨什么来着，还有加德士和高古玄。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记住，也
没有理解。2000万和200万对我来说只是差1个零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
可能做艺术或投资的看这本书会有些感触吧。这本书和我所处的一般人的生活就是个平行世界。没有
任何交集。所以我给一星。
2、没有对艺术的金钱价值进行了深刻探讨，倒是说出了艺术市场的种种潜规则。大浪淘金，最终永
留于世的才见真知。
3、考试书目一律低分
4、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了解了许多拍卖行的事情
5、中
6、知乎推荐后看的，看了两回，比较扫盲。对于艺术经济入门非常不错，要深入还需多读一些其他
。
7、艺术品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与人之间迅速地排位
8、读过 科普扫盲了
9、业界达人写书真！好！看！
10、好书！ 非艺术圈人士窥探当代艺术圈经济的好书
11、其实是挺浮光掠影的一个介绍。挺多地方不如完全拉成表格，反而更清楚点，更适合当资料参考
。运作方法什么的比较场面话，读者关心的问题他也没有写到⋯⋯
12、需要重读
13、这真的是一本让我看得很开心的书！从没看过那么让我看得高兴又起劲的书！
14、了解了些~
15、不愧是五星好书！浅显易懂又全面，太适合看热闹的外行普及阅读！看完的最大感受是：水好深
！聪明人好多！智商决胜千里！
16、门外汉表示阅读障碍
17、不是拍卖行里的人，也不懂任何艺术的拍卖的事情，隔雾看花吧。
18、【电子书】2015.12.30-2016.1.4
19、当代艺术圈处于生态链顶端的是拍卖行，整个生态是奢侈品牌经营 + 投资。古典艺术品从市场逐
渐消失后，美学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重要，而概念/品牌提供阶级安全感，用jeff koons的话来说，抽象
和奢华是上层社会的看门狗。要想创造最大的投资回报率，必须找出下一波趋势的创新者，年轻的概
念艺术家（picasso, warhol, damien hirst, etc）。大趋势还需要概念的复杂性。saatchi的做法相当于坐庄了
。干货很多的入门书。

20、为什么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的艺术品能够拍出天价，例如赫斯特的鲨鱼能够拍出1200万美金？本
书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艺术品拍卖、出售的价格影响因素，艺术品的价值通常取决于艺术家、画商
或拍卖公司的品牌的力量，而艺术品本身却退居次要位置。艺术品市场注定成为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
高风险博弈市场，巨额的金钱和虚荣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艺术品的价格动力由顶级拍卖会和艺术博
览会等活动决定，艺术品收藏成为了超级富豪的娱乐和社交俱乐部。艺术品价格已经形成经济学上的
棘轮效应（Rachet Effect），价格的棘轮向下被锁住，向上却畅通无阻。随着富有的收藏家人数大幅上
升，高档艺术品的供应大致稳定，价格棘轮稳步向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品无泡沫，泡沫来临时，
很多艺术品拍卖将流拍，画廊和艺术博览会的艺术品交易价格将会下跌，只是
21、一个大饼。客观来说作者也是为我揭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经济运作完全靠营销。一
星扣在作者的文笔⋯⋯
22、关于艺术商业的好书，艺术的另一面。
23、了解艺术品市场的好书。艺术的用途是满足上层社会的需求，价格与身份品味正相关。价钱高与
艺术价值孰先孰后，难以言说。
为了契合艺术品高端奢侈品的地位，一个完美的故事必不可少。优美的评述、大牌的艺术家、传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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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一流的拍卖商。最重要的是其绝对的稀缺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品是好的投资品种，毕竟在数百人中出价最高，想想也知道，这是个愚蠢的事情
。
顶级拍卖商可能是个好企业，尽管他们不得不跪舔委托人，但品牌价值和品种丰富。使他们既有客源
的保证，又不致于被潮流伤害。
24、品牌的力量
25、其实就是介绍艺术品市场的运作规则，很详尽，缺点是大量的案例、名称及数据看得心很累。
26、艺术领域有投机者吗？当然有了！
27、这本书要和《格调》一起读 才更有趣
28、有趣的艺术品经济学科普读物。
29、对于想框架性和猎奇性了解艺术市场的人来说，是本不错的入门。里面列举了很多顶级艺术家、
拍卖公司、画廊、收藏家的信息，一一去查，就会有更多的收获，也会了解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关系是
如何互相牵制与发展的。但书中并未深层次的挖掘艺术世界的一些内核逻辑，也没有做出批判性的分
析与探讨，所以看完后装逼还成，想深度了解艺术市场与世界，还是要看更多更深入的书，以及实际
走到各个画廊与美术馆研究与发现。
30、拍卖行的艺术经济学
31、1、书名取得太坑爹了，要是没人推荐绝对不会因为这本书同艺术品市场有半毛钱关系。2、好书
，作者是一名经济学家而非艺术相关工作者，所以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了当代艺术品市场，其实是一针
见血的。因为归根结底，艺术品市场是由拍卖会、画廊、艺术家以及美术馆主导的彻头彻尾的经济行
为，作品的艺术价值反而次要了。
32、也许与生活毫无交集，实在读不下去
33、了解艺术为什么这么贵的第一本书，也适合入门当代艺术
34、少一点套路 多一点真诚  当代无艺术（？）
35、长知识系列，解密艺术品交易市场，还能简单涉猎现代和当代艺术，还可以吧。
36、真复杂
37、没想到全部在讲艺术品拍卖，像我这种艺术知识体系空白的人看到一对艺术家的名字就已经头大
了。
转为已读了，实在是读不下去。
38、能翻译一个更烂的书名么？
39、艺术品投资入门读物，其实跟正统经济学关系不大。
40、一个也许更正确的角度，来看艺术品、艺术家和这个行业
41、没想到全本都是讲艺术品拍卖
42、这是本关于忽悠和被忽悠的书，看过之后能让你了解艺术和设计的最大区别。
43、很有趣小小一本，深入浅出。理智无人性的经济学也这样可爱通俗了
44、让一条鲨鱼身价过亿的学问 艺术拍卖行业内幕好给力
45、当代艺术，就是一张活着艺术家的现世拍卖会！
46、当代艺术卖的是虚荣，买的是彩票，跟艺术没啥关系
47、中文书名起的不理想就不用多表了。只说书的内容，如果你想了解艺术品市场，是很有帮助的。
记住是艺术品市场，不是艺术品。前者追逐金钱而后者探索美。如果你想看到经济学与艺术的有机结
合，恐怕会有些失望。鉴于作者的经济学家背景，我本来期望看到一个精彩的跨界，结果，看不出作
者是经济学教授，反而像是拍卖行专家。主要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勉强就是供求关系，其他零散的论述
都没有什么力度。然而把话头收回来，想了解艺术市场的话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对艺术品市场的介绍
细致入微。就文字来说，英文原文就是比较严肃的，译文也延续了这个风格，在译著里应该算是比较
高质量的了。
48、一般般
49、经济的所有都是骗局。
50、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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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到一半，记录一些想法：艺术家作品的诞生如同母亲的分娩。在期盼、孕育、分娩的过程中，
这个作品，是真正属于艺术家的，是艺术家思想乃至身体的一部分。但当艺术作品完成后，作品的价
值就被分割了。对于艺术家以及诚挚喜爱这些作品的人来说，可能作品是无价的。于学术批判上，则
会将艺术作品搁置于时代的脉络中去客观审视与研讨。而本书所展现的，则是当艺术作品化身为艺术
商品时，艺术品就不受艺术家（母体）的控制，完全是被资本与市场裹挟前进的。所以我认为艺术作
品的价值不应该混为一谈去说。因为本身艺术作品会因为立场不同而被定以不同的价值。价值几千万
的作品不能代表其在历史与学术地位上的影响，也不完全代表艺术家本身的才华与真知灼见。但我们
也不应忽视这三者价值上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而我私以为其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程度取决于为艺术作品
这三个维度进行批判与定价值的人身上。真是如同Gombrich所说：“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
艺术家而已。”另外，作为一个初级艺术业余爱好者，为了不受片面观点的影响——本书或多或少弱
化了艺术中学术上作用与策展人的能力，而着力强调着艺术商品的价格，以及各种众人喜闻乐见的艺
术市场的潜规则，我在读本书的同时，也同步读着一些策展人从学术角度探讨当代艺术的书籍，以期
平衡各个维度与视角上的观点，不让自己产生偏激的想法，督促自己始终保持中立的心态去观察当代
艺术的美妙世界。以上
2、用平实幽默的语言写出了神秘深奥的拍卖会的幕后故事。花了一个晚上看完这本书，获益良多。
每一章节前面的名言最有内涵，尤其赞成“为艺术定价”这一章的名言：“艺术品的价格是由真实或
营造出来的稀有性和纯粹而无理性的欲望决定的，没有任何事情比欲望更容易操控⋯⋯所谓的公平价
格就是一位收藏家在受到引诱时肯出的最高价钱。”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句话也适用。很赞的
书，值得多读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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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疯狂经济学》的笔记-第7页

        当艺术让大脑中分别负责思考与情感的部分对话时，它就能带给人们最大的冲击。有经验的收藏
家会在购买前先将作品带回家，每天端详好几次。决定购买的关键在于，过了一周或甚至一个月后，
新鲜感消失了，可画家的意图和技巧是否依然鲜明

2、《疯狂经济学》的笔记-艺术与艺术家

        艺术很性感！艺术代表的金钱更性感！艺术代表的金钱与社会地位简直是性感极了！——托马斯
．霍温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

3、《疯狂经济学》的笔记-第28页

        艺术品虽是最高层次的精神产物，但只有当它们能直接产生实质价值时，才能获的中产阶级的青
睐。——卡尔.马克思
哪些当代艺术品可以被认为具有价值？决定因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大牌画商，第二是名牌拍卖公司
，再来是为美术馆安排特展的策展人，接下来是影响甚小的艺评人，最后是几乎没有影响力的买家。

4、《疯狂经济学》的笔记-名牌画商

        如果收藏家想购买严肃的当代艺术品，最好直接在第一市场中向艺术家的代理画商购买，而不要
在第二市场或拍卖会中搜寻。所谓的第一市场是指向艺术家直接购买，而且作品是首次出售。第二市
场是指转卖，亦即收藏家、画商及美术馆之间的买卖交易。不过直接向画商购买并没有你想象中简单
。
名牌画商负责为已成气候的艺术家长期打理艺术事业。只要获得名牌画商的代理艺术家，就可以打入
食物链最上层的文艺社交圈。
虽然画商的早期成功需要依赖知识、魅力、人脉和运气，但延续成功则要靠品牌与安全感。

5、《疯狂经济学》的笔记-第259页

        2006年，泰特美术馆花了6万英镑买下奥菲利的13幅画，而奥菲利当时正是泰特美术馆的信托人之
一。奥菲利是透纳奖得主，早年即以绘画成名，其中一部分作品均以象粪入画。
今天刚好聊到纽约街头画家KATSU以自己的粪便给扎克伯格画了一幅画，被拿来讨论这到底算不算艺
术，技法水平且不论，就原创性来说已经输了。杜尚的尿盆是艺术，但你的尿盆就只是尿盆而已。

6、《疯狂经济学》的笔记-品牌带来安全感

        绝对不要低估买家对当代艺术的不安全感。他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保证。
笔者对当代艺术的定义如下：创作于1970年以后的非传统艺术作品，或某大型拍卖公司以“当代艺术
”之名拍卖的作品、相关类似作品。
依赖品牌提供安全感。

7、《疯狂经济学》的笔记-第122页

        艺术品到了哪里，买家就会跟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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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疯狂经济学》的笔记-郝斯特和他的鲨鱼

        第一，现在一个有名的艺术家只要提供创作概念，然后挂上他的品牌即可，作品是否出自本人之
手并不重要；
第二，郝斯特的成功是建立在强大的品牌力和质量管理上。
此外，艺术品的独特性已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

9、《疯狂经济学》的笔记-萨奇：名牌收藏家

        投资毫无规则可循。鲨鱼可以买，艺术家的排泄物可以买，油画也可以买。世上有一群保存人员
，时时都在照顾艺术家认为是艺术的东西。——查尔斯?萨奇

10、《疯狂经济学》的笔记-第7页

        按理来说，艺术评价的标准主要不在于作品内容，而在于我们对艺术家想要传达的内容的直觉反
应。有经验的收藏家会在购买前先将作品带回家，每天端详好几次。决定是否购买的关键在于，过了
一周或甚至一个月后，新鲜感消失了，而画家的意图和技巧是否依然鲜明。

11、《疯狂经济学》的笔记-卖画的艺术

        主流画商举办的第一场展览，是艺术家进入主流艺术圈的跳板。
如果画廊展览办的成功，艺术家的作品就会在小型艺术博览会上露面，然后再在其他城市的主流画廊
中展出。
主流画廊的高经营成本以及开业后的长期亏损，意味着画廊背后必须有财力雄厚的金主撑腰。
主流画商的获利模式是尽量接下二手艺术品的交易委托。
存活下来的主流画廊之所以未被淘汰，是因为他们拥有多位招牌艺术家备用，或是能吸引到好艺术家
。
画商和艺术家之间最容易有争议的部分就是佣金。
除了佣金问题外，画商和艺术家需要不断检视彼此的关系。
和名牌画廊一样，一些主流画廊也会预付未来收入的一部分给艺术家，或每月支付一定固定的生活费
。
无论是否有实质的合约，艺术家在每个国家几乎都只让一家画商代理。
画商能通过第二市场的操作来影响艺术家的身价。
为了卖出作品，画商会提供买家折扣。
艺术顾问的优点是人脉广，专业度高和专注力强，缺点是默默无闻。他们拿不到大量的艺术品，也没
有资金自己买下。许多独立画商都需要依赖一般的画商或私人收藏家提供艺术品，然后从中抽取佣金
。
独立画商贩卖的是顾问服务，而他们秉承的原则是：收藏家必须小心谨慎。

12、《疯狂经济学》的笔记-第288页

        就西方艺术而言，哪一类画作更受欢迎？有一些基本原则可循：迷人女子或儿童的肖像要比老妇
或丑男值钱。霍沃尔德《橘色玛丽莲》的行情是同尺寸《理查德 尼克松》的20倍。
颜色同样存在影响。佳士得国际当代艺术部共同负责人布雷特 格文认为，最好到最难卖的颜色依次为
红、白、蓝、黄、绿、黑。不过对沃霍尔来说，绿色的排名会在最前面，因为那是美元钞票的颜色。
明亮的色彩优于暗淡的色彩；横幅优于直幅；裸体优于衣冠楚楚；裸女远优于裸男－弗朗索瓦 布歇的
裸女画的价格是裸男画的10倍；肖像画优于风景画。在静物画方面，花卉优于水果；玫瑰优于菊花；
宁静无波的水会加分－如莫奈的《睡莲》，波涛汹涌则会扣分－如那些描绘海洋的画作；沉船的行情
甚至更高；纯种狗优于杂种狗；赛马优于马车。如果一幅画的主题是关于猎鸟，鸟的种类越值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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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越值钱－松鸡的价格是绿头鸭的3倍。纽约独立画商大卫 纳什还提供了另一条更特别的原则：母
牛的画绝不会卖出高价，一点可能都没有。

13、《疯狂经济学》的笔记-第28页

         哪些当代艺术品可以被认为具有价值？决定因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大牌画商，第二是名牌拍卖
公司，再来是为美术馆安排特展的策展人，接下来是影响力甚小的艺评人，最后是几乎没有影响力的
买家。天价的创造者是力捧特定艺术家的名牌画商成功自我宣传的少数艺术家，以及名牌拍卖公司的
杰出营销策略。

14、《疯狂经济学》的笔记-第152页

        有时买家的后悔情绪会在付款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加利福利亚藏家伊莱-布罗德曾以247万美元买
下利希滕斯坦1965年的《我⋯⋯对不起》——画中人是一名落泪的金发女子，结果他发现可以刷美国
运通卡。亿万富翁的信用额度很高，布罗德因而赚到了247万点的飞行里程，他把全部里程数都捐给当
地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苏富比本可以拿到的22.7万美元的佣金却少了24700美元——1%的刷卡手续费。
这次交易之后，苏富比立刻改变了他们的刷卡规定，只让25000美元以下的交易刷卡。不过，这些里程
也足以升舱一张纽约到洛杉矶的机票了。

15、《疯狂经济学》的笔记-沃霍尔、昆斯与艾敏

        我们的时代面临着一个极大的矛盾：艺术市场正在飞快成长，而视觉文化却在萎缩。抽象观念凌
驾于可见的实体之上。艺术家的名字越来越重要，而与它们联系的艺术品则恰恰相反。——索伦?麦理
肯，艺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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