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下，阿炜哥因为自有风格的创作，得名

“腿哥”。2010 年，阿炜哥在义乌佛堂镇，被老

宅梁柱上那些精雕细刻的“牛腿”（古建筑构建，

学名“梁托”）深深打动。

“牛腿的装饰纹样非常丰富，也极具象征意

义，各种动物、植物、器物、人物的图腾，不仅能

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理念与意识，还表现出

了古代工匠高超的水平与技艺。”

问村民，是谁刻了这些牛腿？他只得到“工

匠”两个字。“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词语。”阿

炜哥觉得遗憾，他在国外旅行中看到当地的一

些传统建筑雕塑或装饰艺术，作品上面都有艺

术家的名字和创作时间。但是我们的手艺人，

隐匿在作品背后；时间长了，这门手艺也会失

传。

他开始画牛腿。梁上的牛腿跃然纸上，后

来又出现在了盘子、帆布鞋、背包，T 恤上⋯⋯

“‘牛腿’的支撑，一开始是力学的支撑，是一个

遮风挡雨的屋架；到后来我对‘牛腿’的认识，好

像这是一个文化的支撑。”

复古与前卫、繁复与留白的创作，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关心传统，它变成了一种国

潮。阿炜哥说“传统即是未来的现在”。

传统，未来，现在，在正式拥有了“数字藏品

艺术家”的身份之后，阿炜哥有了新的角度，再

次来思考传统文化的问题。

有一次他在古镇上看见传统手工艺者在卖

一只非常漂亮的篮子，她辛辛苦苦编了一整

天。有人问询，老人卖100元，游客还价。阿炜

哥心里难过，100元不贵，而且老人的作品价值

远远不止100元。

如果这只“篮子”能够成为 NFT，它的生命

力会怎样庚续？

“对艺术家、创作者来说，NFT 的平台上，

购买者是公开透明的，市场是均衡的。”

这个平台，艺术家不用考虑太多的人情世

故，作品自动吸附过来购买人群，他们对艺术的

认可是形成共识的，愿意花一个约定的价格，拥

有作品。“不像我们在现实中会碰到一些人，他

会说‘你画儿毛好，送给我好吧？’这太神奇了。”

让许多尝试入局的艺术家们都非常兴奋的

另外一件事，是 NFT 这个合约，可以是创意本

身。

比如，艺术家Pak创造了一个数字藏品，叫

《Merge》，卖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球。买家可

以任意购买，不限数量。但一个买家最终只能

拥有一个球——也就是说，如果我买了两个

《Merge》，那这两个小球就会融合成一个球。

在融合的同时，球的体积和颜色还会发生变化。

到 2022 年 3 月，《Merge》项目已经有将近

3 万个买家参与。每个买家买的小球的个数不

一样，不同的账户里最终融合成的球，体积和颜

色也都不一样。你可以把这些卖出去的小球理

解成一幅动态的作品。整个作品会随着你的交

易，不断地发生变化，谁也不知道这个作品最终

会变成什么样子。

Pak 的这个作品已经卖出去了 5.8 亿人民

币，是目前数字藏品发行历史上，成交收入最高

的作品。

一个创意，通过一串代码就承载了5.8亿人

民币。这是数字藏品给创意领域带来的独特增

量。保持良性发展，这个增量远远不止于此：数

字藏品能够打开创意市场的闸门，给这个市场

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

关于数字藏品的未来，夸张的数据揭示

着一种可能性：2021 年，全球数字藏品整体

的市场规模逼近了177亿美元。这比前一年

增长超过了 213 倍。而刚刚过去的 2022 年

第一季度，数字藏品的交易量达到了 260 亿

美元，超过了2021年全年的交易量。

但是这个市场在爆发的同时，有些困

惑已经出现：数字藏品的价格为什么天差

地别？有的明星发布数字藏品后为何惹

来了版权官司？怎么看待数字藏品为世

界带来的增量？

它到底是未来，还是泡沫？这是我们

想要为你提供一张口碑榜的原因——一

个可能由数字藏品创造的世界，现在正处

于诞生的初期。新世界产生的过程，你我

都应在场，并且拥有客观的视角。

章咪佳

很高兴认识你

来阅读我的更多文章吧

我请了一位“引路人”：长期投资科技

创新领域的风险投资人董源；NFT 的底层

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藏品、元

宇宙领域相关的赛道也是他重点关注的

内容。

我第一次去找董源的时候，他正在评

估签约艺术家的数字藏品方案，准备劝说

这位著名的书法家用 iPad 进行数字藏品

创作。

请艺术家“换一支笔”，变成“数字艺术

家”身份，也是董源要跟我讲到的数字藏品的

核心问题——确权。

2021年初，先后有两位顶级艺术家的画

作原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烧毁：

著名街头艺术家班克斯（Banksy）的作品

《Mornos》（《白痴》），被其持有者烧毁并全

程视频直播。

当代中国超写实画派的领军人物冷军的

绘画作品《新竹》被现场焚烧，并生成数字藏

品，最终以40万元成交。

在圈内人看来，这不但不是炒作，还是一

种规避数字藏品版权问题的有效手段。

再讲一种假设：某人有一块祖传玉佩，

他跟一家机构合作，将玉佩的数字化件

——比如一个三维模型，铸造成数

字藏品。

此时，区块链上已经生

成 了 一 个 新 的 虚 拟 资

产。但是版权隐患

随之而来：

拥有玉佩原

件 的 人 ，

且不说

他会不会

心血来潮，再

跟 别 家 机 构 合

作；万一玉佩被偷，

这个玉佩的数字藏品就

存在着被无限增发的可能，

数字藏品的稀缺性就会被稀

释，发行方、购买方利益都会受损。

理论上，只有销毁了玉佩的实

物，才可以杜绝这种情况发生。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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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iPad画老虎的艺术家，从传统里看到了未来用iPad画老虎的艺术家，从传统里看到了未来

祖传玉佩，怎么销毁？

“这就是线下资产铸造数字藏品可能面

临的麻烦。NFT 更适合纯数字资产，比如书

法家用iPad写的作品。”

你再查看班克斯的数字藏品《白痴》：原

件虽然烧了，但数字藏品的成交价格，很快增

加了三倍。烧毁原作，是为了不给买家留下

版权隐患，保证这个数字藏品是线上线下唯

一的作品。只有这样做，数字藏品的市场价

值才能最大化。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朴素的经验：数

字世界里的东西，是非常容易被“拿走”。水

印、限制复制，都不算是最好的办法——水印

可以截掉，不让复制可以截图。

虽然不是完全没办法解决，但操作起来成

本高：比如数字艺术家画完了画，可以请律师

拟定合同条款。按这种确权方式，可能最终作

品的成交价才 500 元，但确权就花了几倍费

用。更别说这当中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有没有什么办法，既能毫无争议地确权，

成本还低？数字藏品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的技术保障就是区块链技术。区块

链的最大特点，是不可篡改——一条区块链

就是一个账本，并且这个账本是分布式的，链

上的每个节点都有一个相同的账本。在理论

上，如果有人想篡改账本，必须说服超过

50%的节点才行——实际上，这是基本上做

不到的。区块链这种被称为‘去中心化’的特

性，是数字藏品确权的必要条件。”

当NFT 合约跟一件艺术作品锁定之后，

就直接明确了唯一的拥有者：

数字藏品上会写着作品被铸造成的时间

——其他人的发布时间如果晚于这个时间，

一定是抄袭者；

数字藏品上也会写着作品的所有者是谁

——无论这个数字藏品流转多少次，人们都

能知道作品是谁创作的。

一幅画、一段音乐、一条视频能获得版权

确认，创作者的作品才有升值的可能，数字艺

术市场也才有可能继续增长。

今年春节，杭州艺术家阿炜哥在 iPad 上

画了两只彩色线体画老虎，发在朋友圈里。

长期合作的策展人花十三看到后来得个

激动：“你个老虎太 NFT 了！”花十三把老虎

搞成动画——闪起来了，然后@了美术馆馆

长、投资人、艺术家朋友⋯⋯一堆人。

2022 年 2 月 4 日、5 日，这两只熠熠生辉

的老虎，被铸造成了数字藏品《虎光十色》和

《虎色生香》，分别以单价 8.8 元、9.9 元，各发

行了500份。

我昨天去发行平台“元艺数”找老虎，还是

能看见的：都很神气，全身闪烁，眼睛盯着你；张

着虎盆大口，隔着屏幕都“听”到“嗷嗷”嘶吼。

但是，不能拥有老虎了。我查看发行记

录：两天交易时间都是 10:00-10:00。说明

1000只老虎，几乎是被秒空的。

阿炜哥后悔，当时应该喊身边朋友们多

买“几只老虎”。

按照作者和平台的不同协议，一定期限

内，NFT 产品的每一次买卖，作者都会获得

版税收入。平台的“去中心化”，再次让阿炜

哥想到他最关注的传统文化领域。

本报记者 章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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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产生的过程

我们都期待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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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炜哥创作的数字

藏品《你正百无聊赖

我正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