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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画家叶永青涉嫌抄
袭的事件还在发酵。继香港苏
富比撤拍后，成都著名美术馆知
美术馆日前发布声明称，他们取
消仍在进行中的叶永青新作收
藏，正式向叶永青提出退款要
求。叶永青的麻烦越来越多了。

事件起始于今年2月底，比
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希尔文
通过媒体曝光称叶永青长期“抄
袭”其作品，时间长达30年。而
从西尔曝光的作品来看，两人的
作品确实有相似之处。事件发
生之后，业界都希望听到当事人
的声音。然而，在万众焦急的等
待下，却未等来叶永青关于“抄
袭”的任何解释，只是避实就虚
地表示“未能联系到西尔万，只
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目
前，叶永青所在的四川美术学院
也已宣布对此事展开调查。

虽然目前官方调查结果还未
公布，但是此事已经深刻地影响了
叶永青作品的市场。叶永青是著
名画家，他的作品经常现身世界各
大拍卖行，并且有很多艺术机构收
藏了他的作品，应该说叶永青是一
个市场上极其热门的画家。

现在局面改变了。3月21
日，香港苏富比春拍决定撤拍将
于 4 月 1 日上拍的叶永青的
2005年作品“鸟”（非硬核抄袭

款）。有业内人士分析表示，虽
然抄袭风波还未尘埃落定，叶永
青本人也没有正面解释或澄清，
但最终商业机构的态度决定了
事件的走向，标志着其作品失去
了在二级市场流通的可能。这
是第一波。现在知美术要求退
款是第二波。

作为中国当代知名艺术机
构，知美术馆也收藏了叶永青的
作品，而且是其各个系列的系统
性收藏。知美术馆馆长王从卉
将收藏叶永青作品称为“尴尬而
残酷的局面”，表示要接受早期
收藏的失误教训，接受沉没成
本。其次，取消仍在进行中的新
作收藏，正式提出退款要求。王
从卉还表示，“叶永青个案损伤
了85新潮以来的老一代中国当
代艺术的根基信用。在此期间，
艺术生态圈内的全面系统性沉
默更具有杀伤力。”

叶永青抄袭事件的持续发
酵，让社会质疑焦点开始从叶永
青转移到对整个当代艺术圈的
反思。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
生给出了他的观点：“可以说，是
中国当代艺术社会把他导引到
了今天的状态。叶永青在中国
当代艺术的潮流中，在集体的评
论话语的误读中失去了自我。
如此看来，实际上也是那些装饰
的评论害了他，才有了今天这样
一种不堪的局面。”

据荷兰媒体26日报道，荷
兰艺术品搜寻专家阿图尔·布兰
德经过多年努力，寻找到1999
年在法国昂蒂布港一艘游艇上
被盗的毕加索名画《多拉·马尔
的肖像》。

据布兰德介绍，2015年，他
得知一幅毕加索被盗作品流入
荷兰地下交易市场，此后开始调
查寻找，确认这幅画为1938年
创作完成的《多拉·马尔的肖
像》。

今年3月，受一名荷兰商人
之托，两名男子敲开他的门并将
该画转交给他。布兰德已报告
荷兰和法国警方。

据估计，这幅画自被盗以来
至少被转手十余次。目前该画

“品相相对完好”，暂由当地一家
保险公司保管。

据报道，《多拉·马尔的肖
像》被盗时的主人、沙特阿拉伯
的一位酋长有权索回这幅名画，
前提是支付约400万欧元（1欧
元约合 7.56 元人民币）的保险
费。布兰德说，该画目前的市场
价格约为250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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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希尔文指控叶永青

抄袭，和以往单件作品引发的抄

袭不同，叶永青被指控30年来持

续不断抄袭希尔文作品。2019年

3月7日，针对网上反映四川美术

学院退休教师叶永青个人相关作

品涉嫌抄袭一事，四川美术学院

发布相关声明展开调查。2019年

3月18日，叶永青在朋友圈发布

一封公开信。在公开信中，他回

应比利时艺术家认为自己靠“抄

袭谋取暴利”，称这不是事实，还

表示为了更顺利地处理该事件，

后续事宜将由律师协助处理，并

在文末附上了律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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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文一石激起千层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