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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部分】成功不是偶然——萧富元索卡艺术中心董事长细细读过《艺术创业论》，即是已从事画
廊经营近20年的我，亦深受启发。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村上隆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从他决定当艺术家开始，痛
苦磨炼从未少过。
大学时为了生活，在补习班当了9年的讲师，教考生画素描，每天画花，从不喜欢到逐渐与花有交流
，成就日后非常受欢迎的作品系列“花”。
28岁时拿着作品集到画廊自荐，全被拒绝；36岁需要到便利商店后门拿过期的便当解决温饱；包装作
品时，得到超市后门捡丢弃纸箱，但他保持对艺术高昂的热情，并且把艺术当做重要的生存手段：“
我对艺术赌上性命的感觉，不管现在还是那时后，都是一样的，只是想要生存下来。
”为村上隆作序——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刘小东昨晚，杨心一找到我，让我给村上隆中文版书作序，
我异常激动，因为村上隆与我全然陌生，一看就知道完全是两条战线的敌人，向敌人学习很刺激。
我马上想起三年前村上隆在台北做的一次演讲，哪里是艺术家的演讲，完全是天王级的演出。
在大型体育场，搭上神坛，各种不逊于周杰伦的演出灯光照在台上神秘走来的留着小胡子的小胖子—
—村上隆。
票价很贵，台下上万人。
麦克风传出他的高呼：要想成功就必须在美国出名！
成功就是金钱！
钱——钱——钱啊！
从没见过演讲能如此壮观，极尽奢华与嚣张。
从没见过艺术家如此大呼金钱，更没见过艺术家能影响如此众多普通观众。
⋯⋯这是一本不得不读的书，尤其是我们学艺以及从艺的东方人。
“敌人”看了消除误解，朋友看了更加佩服。
村上隆“艺术创业故事”的现实逻辑——中国著名策展人冯博一 日本当代时尚与艺术鬼才村上隆的“
艺术创业故事”，实际上是反映了视觉艺术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通过艺术设计与国际知名品牌公Louis Vuitton的“共谋”，创造了艺术与商业跨界合作的成功典范
。
在我看来，这种合作的模式或“故事”，以及利用艺术设计的产品媒介，反射出了资本主义商业视觉
文化的现实逻辑。
村上隆借助于一系列的时尚制品的设计想象，从视觉的商业文化角度把握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消费
社会的本质和特征。
这种本质和特征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通过不断地开拓市场的消费需求来克服市场的有限性，从
而保证生产时尚产品自身无限扩展的空间。
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又被称为消费化社会，消费化仿佛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救世主。
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消费需求的无限开拓，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的呢？
我们尽可以从村上隆的这本《艺术创业论》的设计、生产、销售等策略中考察到，其市场开拓是一个
以设计和广告宣传推广为中心的策略，以不断的视觉设计去敏感地抓住消费者的感情、欲望与动机。
当然，时尚产品设计的样式和广告宣传的更新只是手段而已，促进消费需求的不断更新，以不断开拓
性的消费需求来满足生产的持续扩大，才是这一战略的最终目的。
而设计和广告推广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信息。
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是依靠信息化的方式来实现对消费需求的无限开拓，从而保证其自身持续
的繁荣与发展。
而隐藏在消费背后的是欲望，所谓开拓无限的消费需求，实际上就是开拓人们对消费的无限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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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一个日本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卖出16亿日元？
（村上隆先生的作品《我的孤独牛仔》，于2008年5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16亿日元卖出。
）
亚洲艺术家如何才能创作出世界流行的艺术作品？

最具争议的日本当代艺术家村上隆，首次公开他艺术经营的真言《艺术创业论》，就在艺术界掀起涟
漪，在日本和中国台湾都意外成为畅销书。

在书里，村上隆丝毫不讳言艺术是一种赚钱的手段，为了实现他理想中的“艺术创业”，他认为艺术
不但要投入金钱，也要拥有国际视野及宣传战略。
如果不能建立以世界主流艺术为目标的战略，不明白艺术行业的运作逻辑，艺术家就无法生存。
艺术家如何创造自己的品牌形象？
自己的艺术品如何推广到全世界？
运作过程中的秘诀是什么？

在本书中，村上隆以过来人的姿态，详论他在纽约艺术圈成功的过程，告诉你艺术与商业之间的逻辑
和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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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村上隆（MURAKAMI TAKASHI），备受瞩目的日本当代艺术家。
1962年生于东京。

　　自2000年开始，村上隆花了6年的时间，以“超扁平风格”在世界艺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他的作品已经在全世界3个国家4处展览馆进行了名为“?MURAKAMI”大规模巡回展览，包
括2007年洛杉矶当代美术馆、2008年4月布鲁克林美术馆、2008年10月法兰克福MMK和2009年纽约古根
海姆博物馆。
此外，他还于2010年9月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了个展。

　　村上隆与路易威登的合作，为传统品牌增添了多彩、时尚的元素。

　　作为一个艺术家，村上隆不断挑战西方与日本、过去与现在、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界限，他的成功
让世界为之震惊。

　　2008年，他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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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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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我的画能卖一亿？
艺术是借由与社会接触而成立的，光艺术作品本身是没有办法自立的，没有观赏者就无法成立；当然
，作品销售也是要有顾客才会成立。
不管在什么样的领域，这都是理所当然的销售铁则，到了艺术的世界却想要无视它的存在，哪有这么
容易的事情。
我总是在做一些毫无根据的提案，恐怕就是因为毫无根据，所以才能跟社会有所接触，就像是“日本
的艺术来自漫画御宅族”或“时尚与艺术的结合”或“艺术可以用单纯的规则来解释”等。
“没这回事吧！
”做这种露骨的事情，然后被周边的人讨厌，作为这个被厌恶的元凶，我很清楚毫无根据这种事情是
先说先赢。
毫无根据的东西，有一种吸引客户的氛围；如果气氛不够热烈，是不会有客户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
理。
“村上先生啊，看你好像混得不错，但不是有钱才是艺术啊！
”“喂！
村上，你别仿效人家抽象表现主义啊！
透纳①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绘画大师。
的祖国英国怎么可能那么肤浅，你多学点再来吧！
”透纳的国家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也是北斋②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著名画家，浮世绘版画的代表人物。
的国家啊！
太过珍惜既存的东西，或光是做太多高尚的东西，当然没有办法突出；如果去模仿既存的流派，就会
被埋没在其中。
跟保守主流的西欧绘画宗派相比，我就好像是创立了新兴宗教一样，不管是被打击还是引人瞩目都是
理所当然的。
“村上，你听好，我跟你说，我要跟你绝交了。
就算瞧不起绘画也不要太过分，只是把卡通造型人物画得大大的，就说是绘画，该说这是太随便，还
是太瞧不起艺术了？
我想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会懂吧！
所以就绝交吧！
”没办法，就是因为我做的事情实在太没有道理，所以才会在展览会场被别人说要跟我绝交。
二○○六年五月，我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喊出了一亿日元的价格。
自从二○○三年有一幅作品被以六千八百万日元交易以来，我的作品就被形容是“日本人单件艺术作
品的史上最高价”。
这样的价格有其理由，也有其背景因素，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是“非常高的金额”。
因为美术作品的制作成本是很高的，要创作出新的东西或新的概念，需要投入很多的金钱跟时间。
如果没有金钱或时间，就无法“每天研究如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生意手
段、经营手段，是无法持续艺术制作的。
我的作品可以说就是这种倾向之一，如果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那是因为“作品的价值，已经
不再靠东西本身来决定”。
不管是价值或评价，只要创作作品的人跟观看的人“内心的频率”交易成立的话，就会往上提升。
要理解一件作品一亿日元的价格，必须先知道欧美跟日本艺术的差距。
在欧美，大家对于艺术不会追求像日本那种“颜色很漂亮”之类暧昧的感动。
对艺术最基本的态度是享受其中知性的“设计”或“游戏”。
在欧美制作艺术作品有一个不成文的定律，那就是“通过作品，创造出世界艺术史上的脉络”。
我的作品被订下高价，证明了我长久以来在美术史上所建立的脉络已经渗透欧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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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杜尚（Marcel Duchamp）③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达达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
。
在马桶上签名就会变成作品？
现成的马桶形状都一样，从中产生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观念”或“概念”。
这才是价值的根源、品牌的本质，也是艺术作品能够受到肯定的理由。
我再重复一次，被肯定的是观念或概念的部分。
在西方的艺术世界，能被认可具有真正价值的，既不是好素材，也不是多大的努力。
大部分的人都是用喜好来看艺术作品，这是危险的态度。
如果要用主观来判断，眼前所有作品的真正价值就等于是零了。
光是主观，会变成只去评价易懂的东西。
因为那会变成是根据时代氛围、传言等不确定的事物，在浮动的状态下所做出来的判断。
这与客观创造历史的欧美脉络是远离的；创作者不知道欧美的美术历史或者脉络，就好比看运动比赛
的观众却不知道比赛的规则，然后觉得无聊是一样的意思。
“了解艺术的我，很知性吧！
”“花了几十万美元买了这个作品的我，是个有趣的家伙吧？
”在西方的美术世界里，艺术是无法与这种社交界特有的炫耀或竞争的气氛切割的。
如果不学习这样的背景，我觉得一般人没有办法看到艺术作品真正的价值。
没错，不过就是有钱人的无聊游戏，但如果你对这种事情嗤之以鼻的话，那就请不要对于国际的评价
标准有任何意见。
譬如说，开出六千八百万日元的价格买我的作品的买主，是一对快八十岁，已经卖掉公司而隐居的老
夫妻。
同一件作品之前的拥有者是年轻的IT企业总裁，他很开心地跟我说：“因为卖掉了你的作品，我可以
买上百件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了！
”在美国的富裕阶层里，会因为购买高评价的艺术作品，在社会上获得尊敬，并被认为是“成功者”
。
这些人，就是生意的对象。
当然有奖励富裕阶层人士购买艺术作品的制度跟法律。
在美国，事业成功的人，都会认为有义务要贡献社会；像这样的成功者，在考虑回馈社会时，选择的
项目之一，就包含了援助美术馆，也就是购买艺术作品，然后捐赠给美术馆。
为了避免将品位糟糕的东西硬塞给美术馆，美术馆的策展人，也会在收藏家购买作品之前给一些建议
。
收藏家买了好东西，除了可以展现自我品位，“捐赠的作品金额，也会成为免扣税的对象”，这也是
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欧美的艺术环境与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日本，会被当成固定资产征扣税金的艺术品（所以大家都偷偷地拥有艺术品），在美国变成了免扣
税的对象，因此艺术作品买卖变得很兴盛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富裕阶层要购买有价值的安全牌作品，所以也有专门评估的艺术顾问评断“这个作品是否有价值
”，同时顾问也在买卖的现场，创造着“作品的故事”。
对收藏家而言，越让他们烦恼的东西他们就越想要。
收藏家就像是在下注买卖，所以商品必须要有故事，让他们觉得值得用金钱去下赌注；拍卖公司则是
跟想要购买的买主进行一场又一场仔细的午餐会议。
“能够获取那个美丽日本女子芳心的到底会是谁？
”用购买欲、征服欲、胜利欲等刺激欲望的语言炒热市场的，就是这些艺术拍卖相关人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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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为何生为日本人，却选择了艺术家这个职业，然后在这个环境感到挫折，而痛苦不堪呢？
没有根本的解决之道吗？
对了，离开日本到正宗的艺术之地，应该可以解决我对环境所感到的愤慨——因为这个想法而离开日
本，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在日本所感到的郁闷愤慨全都解决了！
“所以说日本啊，日本的艺术界根本就很烂嘛！
”我能这么想的时间也没多久，我马上就发现了一个更大、更大的问题。
那并不是“业界”这个框架里的问题，而是艺术本身的问题，不是像“原创已经不存在这世界上了！
”这种艺术家的纳喊，而是我在逼近“沟通”的本质过程当中，发现了一道坚固的“墙”。
来自于人种、环境的关系，即使看似相同的“人”这个种族，能够理解的部分还是有其界限。
而“金钱”这个共同语言，正是可以突破此界限的沟通工具。
也就是说，我发现了一个道理，“金钱”这道难以理解的“墙”，比艺术领域内的问题更接近艺术本
质，是无法解决的“人”的业障。
如果不探索人与金钱的连接点，是无法成就现代艺术的。
不管是达·芬奇、毕加索、凡高、沃霍尔、狩野永德、利休、藤田嗣治、北大路鲁山人、黑泽明，还
是宫崎骏，他们的艺术生涯最终要面临的大问题无非就是“要如何将钱——这个与世间的接点——聚
集到自己身上或是从自己身上剥去”。
艺术如果没有与“金钱”扯上关系，是无法前进的，连一瞬间都无法存活，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艺术是人类业障的最底层也是核心。
但是在日本，一旦听到这样的事实，就用人情义理的腐朽道理、用气势来批判：“对钱斤斤计较的人
，违反了自古以来所遵从的武士道！
”大家会开始藉此找碴，这也是事实。
因为这样，问题的本质变得很难看清。
而恶意利用这样的情况，将错误报道艺术本质脉络的媒体作为踏板所进行的欺瞒，也因为这样而无法
被识破。
艺术是由人类所创造的。
意图超越人类的艺术，为了超越，就必须集结许多超人类的行为。
要持续维护这样的斗志及环境，“金钱”并不是“没有也没关系的东西”。
金钱可以制造机会换取时间跟人心，是不可藐视的工具。
艺术创业论。
我对于自己以艺术维持生计感到骄傲，犹豫等等连万分之一也没有。
而“money”＝“金钱”才是人类要以超人跨越艺术时，会紧跟而来的最后的“业障”。
所以，因为这样，克服这个“业障”的方法，才是真正在现代应该修炼的“艺术”本体。
不是对拍卖会上的价格感到惊讶，而是应该去掌握住核心——为什么人会被人所造出来的美所吸引，
而且赌上自己的心。
“我希望为了‘美’一直劳动下去。
然后不管在日本还是世界任何一处，都可以创造‘美’，在其名下分享喜悦。
如果为了如此必须从制造土壤开始，那么我乐于全身都被泥巴沾满。
为什么？
因为只有当站在‘美’的面前，大家才都是平等的。
‘美’能够让这样的梦幻时刻在一瞬间实现，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得到‘互相了解’这人类欲望的
极限，我希望为此而劳动。
每天都怀着这样的心情在祈祷，希望到死为止我都能够拥有这样的态度。
拖着抗拒的身体，化身为‘美’的侍从，一直这样活下去，这是我的希望。
”二○○一年我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所举行的个展“召唤或开门或回复或全灭”的展览型录上，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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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一段话。
当时“Hiropon Factory”这个工作室刚改成“Kaikai Kiki”有限公司，正要开始朝向正式的艺术经纪组
织迈进，这本型录具体地说明了业务内容，对我来说有一份要向日本，不，虽然听来有点蠢，有一份
向世界的艺术界进行业界改革宣言的感觉。
而现在，我的感觉与当时还是完全一样。
本书的制作，花了将近四年的岁月。
幻冬舍的穗原俊二先生，真难为你可以忍到这地步。
面对这么任性的艺术家，放了你两本书的鸽子，你还是想让这本书完成，这样的气魄令人佩服，这本
书是穗原先生的书。
然后在这段期间，我受到了很多人的照顾，包括幻冬舍的馆野晴彦先生跟石垣惠美小姐，参与原稿制
作的富永明子小姐、藤原绘美里小姐、真下义之先生；最后构成这本书的文章，让它得以成形的木村
俊介先生；书籍设计的铃木成一先生跟铃木贵子小姐，谢谢大家。
敝公司Kaikai Kiki的笠原千秋小姐贡献不少。
又，让我踏上艺术之途，到最后写了这本书的艺廊老板小山登美夫先生，日本艺术的生意这条路还真
险恶哪！
如果没有与其他许多艺术业界的人们的接触（包括争执），我想我也没办法说出这些自以为是的歪理
。
谢谢你们。
二○○六年六月村上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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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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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创业论》：★最受瞩目的日本鬼才艺术家村上隆首次公开艺术创业的秘诀。
★艺术是种赚钱的手段？
村上隆颠覆你对艺术的刻板印象！
《艺术创业论》为艺术界再掀狂潮！
★村上隆与Louis Vuitton的合作，创造了艺术与商业跨界合作的成功典范！
他逆传统观念而成功，将得到广泛关注。
★村上隆以过来人的身份，详述了他在欧美艺术世界成功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村上隆的经营哲学。
★有村上隆对日本欧美文化的个性观察，也述及和知名人物的交往。
★索卡艺术中心董事长萧富元、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刘小东、中国著名策展人冯博一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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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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