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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珂 

萌芽：河沿儿生长的草根画家

问起身边混江湖早的郑州玩家，都是打河沿儿过来的。

“九一、九二年，开始有那几个市场，西郊友爱路，空军医院门口的农贸市场，有
个地儿专门卖画儿，好多现在活跃的书画家都搁那片儿混过，扯根绳子，画一夹，
支个摊儿。”河南省画廊联合会会长张宗海，开封人，当时在开封经营着自己的画
店，每个周末，会跑趟郑州，周转手上的货。“那时候便宜，现在一个长于花鸟的
美协副主席，当年一幅也就五块，拿回开封能卖个十五、二十。”

“古玩市场在大学路河沿儿，书画陶瓷杂项，古籍旧书像章，啥都有!起初在桥西，
后来挪到桥东，再后来又往南边挪到古玩城。”如今在唐人街经营着一家画廊的李
栋，当年也是常跑郑州的老开封，对早年郑州的市场迁徙门儿清。

“现在都通高铁了，城际大巴、城铁，要不就自己开车，来趟郑州可方便，那时候
可不容易，星期天一早六七点都出来，先坐火车，再倒汽车，可折腾。”头站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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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市场，中午都奔花园路，纬四路的大棚市场，楼下吃碗拉面，下午就在楼上转
转。二楼几家画店是固定的出货点，有的店干脆就是画家开的。“晚上得赶上一趟
火车回开封，到家都十来点了。”

开封的市场也已成型，“就龙亭广场前头，有一处厂房刚扒掉，都搁那儿摆摊儿，
到1993年吧，开发成了古玩市场。当时在国内也是比较早的专门市场。”

作为老省会，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开封的文化影响力和资源优势始终保持。
河大的一批老教授、老先生，是省内书画创作的一片高地。他们在全国艺术界有着
强大的影响力，吸引大批省外艺术家来交流，留下了一批作品。“这批省内一流画
家，当时在开封也就卖百十块一幅作品，拿到郑州卖二三百，不得了了。”

郑州与开封的古玩市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省内主力市场，也是河南本地拍卖
公司早期的主要本土拍品来源。

这是市场萌芽之初，气象清明，元气十足。玩家、藏家、画店主，和一批开化的艺
术家，在这里面对面直接交易，生存于斯，成长于斯，相互养育，相互成就，也共
同涵养、培育了市场。

走穴：“我给朱新建当经纪人”

地摊儿摆了若干年，各地艺术品交流逐渐展开、深入，中原市场自带的先天包容度
，让更多外来的艺术家进入藏家视野，也产生了更多的需求，早期艺术品经纪人便
应运而生。

经纪人的提法在张宗海看来过于高大上，他管自己那些年的身份叫作“穴头”，“
其实就是领着画家走穴。”

这份职业其实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原来依托开封的雄厚资源，和对郑州市场的耕耘
，张宗海专注做近现代书画，多年的历炼让他对市场了如指掌，对艺术家群体也相
当熟稔，“有资源，不坑人，圈里有口碑，人家都愿意找咱。”一些书画家通过各
种渠道介绍找上门，让他“带着走走”。所谓“走走”，就是亲临市场找客户，驻
扎下来，当场创作，留一批作品，赚一笔银两，收摊回家。

彼时没有规范的成熟的交易平台，艺术家面对市场，时常要面临不可言说的尬局，
被人坑个底朝天的也是常事。“讲信誉，不坑人”的张宗海于是在江湖上名声日远
，当时手上集中了一批国内一线画家如陈大羽、高马得、朱新建、于志学、刘一闻
等等一二十位，都处成了朋友。“穴头”的要价因人而异，张宗海不收钱，只要画
。“出去画个一二十张，给我留一张”，都中。

                                    2 / 6



智行理财网
上海敬华拍卖(上海敬华拍卖公司征集)

                                    3 / 6



智行理财网
上海敬华拍卖(上海敬华拍卖公司征集)

朱新建与高马得合影

张宗海收藏高马得作品

将近十年，张宗海专注做当代，以“穴头”的身份，搭建起艺术家与市场的桥梁。
“主要去山东，山东市场好，河南也转。”联系好当地客户，带画家过去。不光是
推广画家，当地市场肯定也得有需求，“没资源他怕买假，这人到了，见了真人，
再照照相，举着作品，用这种原始的手法解决诚信问题。”

首拍：一起省会文化事件

与民间自发生成的散在市场不同，艺术品拍卖一出世，便很高调，很大手笔。

1992年，上海的朵云轩率先注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上海朵云
轩拍卖有限公司，并于次年6月20日在上海举办首次艺术品拍卖会，由谢稚柳亲自
敲下了中国内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拍卖第一槌。很快，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
京荣宝、中贸圣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6家公司——业界俗称“老六家”，作
为国家第一批拍卖文物试点单位陆续获得批准，除四川翰雅出局，其他5家机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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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依然活跃。

而河南本地，1995年迎来了首拍,主角是黄河游览区下辖的炎黄拍卖公司。

时任炎黄拍卖行经理的闫东，如今在天下收藏经营着一家资产拍卖公司，提起当年
事，历历分明。

“当时文化部有政策，北京扶持几家拍卖公司，各省各发展一家，河南扶持的一家
就是炎黄。”

经过三个月筹备，赴京征集拍品，编制目录，“目录是专门跑到深圳印的，那种彩
印省内没有，都是跑到深圳去，成本很高，一本光成本下来就要50块左右”。

预展在老博物院，当时叫河南省博物馆，在紫荆山广场，“应者如云，本地文化人
纷纷出动，省里的领导也来了现场。当时大河报刚刚创刊不久，拿出好几个版免费
刊登拍品，连续登了三天。”

场内气氛极好，本地书画家、藏家、画店经营者、媒体蜂拥而至，现场人山人海。
最终成交额400多万，实际成交率50-60%，表现相当不错了。

作品可以用抢眼来形容。全国名家如启功、何家英，近现代大家如张大千、齐白石
、徐悲鸿，但这几位大家作品都没有成交，“齐白石的是四条屏，起拍就要50多万
，启功、何家英成交了，都是三平尺的作品，六七千起拍，一万五六成交。”

闫东认为，河南市场的购买力限制，大作品始终难以成交，没有形成高端市场，“
至今都是如此。”虽然河南的拍卖起步与国内一线市场几乎同步，“但真正起来的
还是经济发达地区，购买力强，资源就越来越集中过去。”

河南省书画收藏协会主席胡聚堂全程深度参与本土拍卖，他表示，当时拍卖初创，
进场人群很多还持观望态度，但关注度高，当时确乎成为省会一起文化事件。场内
的众多人物在后来的市场中成为中坚力量。

炎黄虽然后来经两次私人承包等种种折腾，渐渐式微，退出市场，但作为河南拍卖
的开启角色，培养带动了一批优秀从业者，并且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匡
时的董国强、上海敬华拍卖的曹向东，这些业内重磅人物，当年都常来河南。”

后来的河南拍卖行、亚神拍卖行，陆续跟进，形成河南的艺术品拍卖早期方阵，市
场也迅速苏醒，买方卖方都感觉打开了一扇窗，结识了大批国内一线客户，建立了
新的藏品流通渠道。“有了拍卖这样一个专门的集中的交易平台，世界瞬间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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