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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交易量遭遇腰斩

山东青州是国内书画界公认的入市试金石与必经

站。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书画家、收藏者、中介、经纪

人都聚集当地，形成了一个庞大市场，粗略统计年交易

额过100亿元。据统计，在高峰期，青州市每年举办各

类书画展览1100多场，每年到此创作交流的书画家数

千人。

青州市画廊协会常务副会长唐世洲对当时的红火

场面历历在目，因为展览众多，当地领导有时一上午要

为四五场活动站台。他说：“书画热起步于2000年，书

画作品一周一个价。比如中央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

等机构副院长和特级教授以上的书画，一开始2万元一

平方尺，下个星期2万6，再下个星期3万元。”

现在的情形与昔日门庭若市的热闹场面形成了鲜

明反差。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多数画廊大门紧锁，画廊

城大楼里显得十分冷清。

当地多位书画从业者告诉记者，综合判断，最近几

年青州市场书画交易量遭遇腰斩，且仍未见底，未来还

需要深度调整。

“十多年前是卖方市场，书画家掌握定价权。”当地

书画商说，有外省的书画家把作品带到青州交易，直接

用麻袋往回装钱。青州市翰逸斋画廊负责人韩松君

说，“过去艺术家高高在上，他们开价我们从来不敢还

价，把钱送上门还要等上几年才能拿到作品。”

恶意炒作、行贿受贿等乱象，推动了书画价格的非

理性上涨，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虚火。2006年投身画廊

经营的王波涛见证了书画市场的狂热：“这波热潮在

2012年达到顶峰。”

反腐高压叠加需求不足

虚火猛降，首先反映在礼品书画市场。长期以来，

书画充当了一些人迎来送往的工具，有的高价书画被

拿来行贿送礼洗钱，个别官员去书协美协挂个名头，自

己的书画就可以卖出不菲的价格。

在书画市场上，书画家创作的非流水线书画作品

难以核定成本，也无法估算利润，天价书画成为规避行

贿受贿风险的最佳替代品之一。有纪检干部说，随着

反腐高压态势持续，特别是八项规定严格落实，礼品画

市场首当其冲，急剧萎缩。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黄隽说，

行业预估礼品画占到整个书画市场的1/3到1/2，所以

礼品画市场退潮对整个行业的降温作用明显。

除了政策影响外，青州锦泉斋美术馆馆长王志坚

等多位画廊经营者都不约而同谈到经济大环境不好，

书画下游市场遭遇需求不足的困境。疫情更是让书画

产业雪上加霜，除了少数实力雄厚的大画廊和老字号

勉强经营，大部分画廊生存艰难。

唐世洲认为，书画市场泡沫被刺破，回归理性的市

场才是真实的市场。“书画市场遇冷但并非外界传言的

崩盘，而是进入深度调整期。”

书画业应回归服务大众

市场寒冬仍在持续，青州的一些书画商已在危机

中洞察机遇。他们认为，书画市场的健康趋势已显，当

前更应转变经营理念和模式，推动书画业回归服务大

众的本真。

从2019年开始，韩松君联合周边地区的几个书画

商筹措资金，跟国内一线书画家签约合作，独家代理并

长期运营他们的作品。她说，不少艺术家经过这些年

的市场洗礼，看清了现实行情，开始去泡沫、接地气。

过去他们的作品几十万元一平方尺还不还价，现在有

的降到了5万元一平方尺。

在当前市场低迷期和疫情影响下，真正好的作品

仍有市场。王志坚说，厦门一家电商公司搞直播卖画，

一天交易额能有几十万元，近万元一幅的作品仍很抢

手。“青州书画商一直受传统思维制约，懂画但不懂市

场，更不懂互联网，未来一定要对营销模式和手段进行

创新。”

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北京大

学书画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认为，文化产业走向

市场，要做的是大众文化而非精英文化，书画产品要从

高价藏品走向大众消费品。

不过，书画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既需要艺术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也需要培育大众的美育

素养。陈少峰、黄隽等专家建议多渠道提升大众对国

粹的兴趣，尤其要做好儿童、学生的书画基础教育，开

展大众喜闻乐见的书画活动，提升书画的社会普及度。

7座车塞了25个学生娃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素有“石山王国”

之称。寒假前，记者在当地东庙乡三力村三力小学采

访发现，放学后，两辆五菱宏光“面包车”分别接走了10

名和8名学生，超过核载人数。一辆仅有狭小乘坐空间

的电动三轮车更是搭载了6个学生。

近年来当地农村路日益完善，但坡陡弯急、有的没

有护栏，这些车辆在山间飞驰，安全风险不小。有学生

家长反映，让孩子搭乘此类社会车辆实属无奈，因为住

得较为偏远，没法天天接送。

“黑校车”的危害已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很多地方

通报了一些典型案例。据贵州省铜仁市警方发布的消

息，去年当地查处一网约车驾驶员严重超载，原本限载

7人的车乘坐26人，其中25人为在校小学生，最终这名

司机被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2019年观山湖区的相关部门也曾联合开展过打击

“非法校车”整治行动。这次媒体报道后，当地迅速对

涉事的两名司机做出了处罚。

正规校车开不起，黑车灵活遍地跑

记者调查发现，“黑校车”的滋生首先是因为学生

乘车需求激增。近年来，随着农村“撤点并校”和

“陪读风潮”兴起，学生上学距离变远，同时一些学

校采取寄宿制，上学、放学时间更为集中，几千甚至

上万学生爆发性、集中性的出行，让很多地方运力

不足。

“比以往更严重，我敢说现在学生出行，百分之

六七十以上要靠坐黑车。”曾在农村当了8年小学老师

的贵州通村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永安说。

他认为，供给端的短板加重了“黑校车”的盛

行，“一是正规的校车标准太高，不切合偏远山区实

际；二是正规客车站越搬越远，且只能按固定线路

跑，学生转车很不方便。”

针对这种情况，罗永安的公司开发了农村版的

“滴滴出行”，推出了学生定制班车服务，然而在一些

地方推广时，尽管有关部门“一句你达不到校车标准

就否决了”。

“正规校车经费消耗大、效果不明显。”广西都安

县教育局副局长韦海说，目前全县仅有一辆在运营的

正规校车，有的学生住在较为偏远的山区，校车线路

难以覆盖。且校车由校方自负盈亏，有的学校经费不

足，难以支持购置校车和运营维护。

内蒙古某旗公安局的一名民警表示，一些地方至

今没有开通校车服务，特别是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地

区，村屯分散，无法形成有效的校车运行路线，县乡

的客运车辆无法与中小学生上下学时间相匹配，不能

满足学生出行的多样化需要。加之当地也没有规范的

社会机构提供此类接送学生的服务，群众只能选择让

孩子乘坐“黑校车”。

多名交警、运管执法人员还反映，因人力有限、

取证困难、部门联动不够等因素，也造成“黑校车”

难以被全面监管。

借力互联网整合运力资源

受访人士表示，解决“黑校车问题”要靠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管理规范解决，其中当务之急要从政

策面推动，不能指望发个文件、贴一封告知信就能有

所改观。

韦海等人建议，政府要加大对校车的资金投入，

给予一些运营的优惠政策，从而增加校车数量，优化

接送线路，在学生分散区域可以合理规划集中乘

车点。

贵州某县的一位客运站站长说，由于山高坡陡、

村寨分散，“高峰人找车、平时车找人”现象严重，

农村客运基本挣不到钱，可加大油价补贴，鼓励班车

多接学生。

罗永安表示，参考网约车思路，完全可以由政府

选择具有运营经验和专业资质的平台来做学生出行，

这样不仅可以用大数据分析学生乘车需求，实现智能

调度，监管部门也能通过技术手段在后台进行全程监

督，学生路途上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目前有两个

难题，一是运政不愿给车子批营运牌照，二是教育局

固守校车管理标准，怕担风险。”他说。

受访的基层干群表示，希望有关部门仔细摸排，

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联合治理行动，增加有资质的运

营车辆，疏堵结合，让孩子安全回家。

黄鹏等人建议，还可调动社会力量，建立健全举

报奖励制度，引导家长和学生抵制乘坐“黑校车”。

农村娃为何逃不开“黑校车”
新华社 向定杰 雷嘉兴 刘懿德

学生出行安全事关千家万户。日前，记者在广西、内蒙古、贵州等地采访发现，一些城郊和农村学校附近

“黑校车”泛滥，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相关部门多次开展整治，但收效甚微。受访人士建议，在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同时，还应疏堵结合，正视

基层实际需求，积极鼓励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包括借助互联网等新手段来破解这一难题。

反腐高压叠加需求不足

“泡沫”被刺破后的书画业怎么样了？
《半月谈》杨守勇 陈国峰 张志龙

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前些年书画市场乱象丛生，泡沫过大。近年来，天价书画作品价格暴

跌，不少画廊生意惨淡，市场交易持续低迷。记者在全国书画一级市场重镇山东青州调研发现，在八项规定、

反腐倡廉和经济新常态等因素影响下，书画市场日渐回归健康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