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财经与管理·第 05卷·第 6期·2021 年 6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cjygl.v5i6.7675

1 引言

17 世纪是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是荷

兰的艺术品市场繁荣的鼎盛时期。荷兰艺术商人已经基本上

形成了现代艺术品市场和艺术贸易的构架。

1.1 国际艺术贸易的产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人类诞生起，艺术就开始萌芽，

艺术贸易也已经开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

断的战争和民族的融合，导致了不同区域、不同艺术的交流，

也导致了国际艺术贸易的萌芽 [1]。但真正的国际艺术贸易

是从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才开始产生的。国际艺术贸

易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资本主义思想和

文化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财富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发展起

来的。

1.2 国际艺术贸易的历史

国际艺术贸易分成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① 14—15 世纪，意大利和欧洲部分地方出现艺术市场。

代表人物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

罗、拉斐尔。

② 16 世纪 40 年代左右，永久性的艺术市场出现。代表

人物：维切里奥·提香，他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

最伟大画家。

③ 17 世纪，荷兰艺术市场黄金时代。代表人物：伦勃朗，

他被誉为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画家。

④ 19 世纪英国和法国艺术的兴起。

⑤ 20 世纪纽约和伦敦的艺术市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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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荷兰黄金时代

荷兰黄金时代大约在 17 世纪，当时荷兰的贸易、科学与

艺术等方面的成就获得了全世界的赞扬，被视为巅峰时期 [3]。

2.1 荷兰黄金时代形成的原因

17 世纪的荷兰艺术市场被称为黄金时代。艺术市场的繁

荣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17 世纪的

荷兰有着与众不同的表现：第一，欧洲的其他国家还都是专

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而荷兰已经是第一个由公民而非贵族掌

控的国家，民主制度使荷兰更强大。第二，欧洲其他国家主

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导，而荷兰已经依赖贸易和工业。当时的

荷兰贸易极其繁荣。第三，荷兰背离宗教统一的大潮，保持

其教派的多样性，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宗教宽容 [4]。

2.1.1 荷兰的政治状况分析

首先是国家独立。1568 年，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七省结

成同盟反抗西班牙的统治，爆发了八十年战争。在低地国家（欧

洲西北沿海地区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统称）完全

战败之前，英格兰与西班牙爆发战争，迫使西班牙军队停下

脚步。此时，西班牙军队已占领了比利时布鲁日、根特等重

要贸易城市。1585 年，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比利时

安特卫普也被西班牙攻陷。至此，南尼德兰（今日的比利时）

完全被西班牙占领。荷兰则持续对抗到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

和约签订为止。反抗西班牙，争取宗教自由及经济政治独立

的结果是荷兰国家独立。

南尼德兰的战败让许多商人逃往北方，移居至当时只是

小港口的阿姆斯特丹。到了 17 世纪，阿姆斯特丹快速发展成

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大量移民是荷兰黄金时代产生

的重要驱动力 [5]。

2.1.2 荷兰的社会状况分析

17 世纪的荷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收入。贵

族失去了大部分的特权，商人与金钱支配了整个城市。神职

人员没有太多的世俗影响力：自从与西班牙爆发八十年战争

以来，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受到压制，而新兴的新教运动分裂，

这与邻国其社会地位从出生就已决定是完全不同的。这代表

着荷兰贵族并不是没有社会地位，而是富裕的商人借由财富

进入了贵族阶级；贵族将女儿嫁给富商，或是进入政府公职、

军职的人员，因此贵族阶级也有了来自其他阶级的成员。商

人开始重视公职，视其为取得更大经济权力与名望的手段。

当时的荷兰出现了中产阶级，有新教神职人员、律师、

医生、小商人、企业家和大型国家机构的职员。小店主，专

门工与工匠，农民则是较低阶级；更低的是技能劳动者、房

间清洁员和其他的服务人员 [6]。由于财富对社会地位的重要

性，阶级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显。当时的荷兰将谦逊视为重要

的美德，减少了社会的差异。当时的荷兰社会虽然世俗化，

但依然被人认为是非常平等的社会。

2.1.3 荷兰的经济状况分析

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它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

公司，是第一个发行股票的公司，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特大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总共向海外派出 1772 艘船，约有 100 万欧洲

人前往亚洲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亚洲贸易长达两百年，

成为 17 世纪最大的商业企业。1609 年，阿姆斯特丹证券交

易所成立，比伦敦证券交易所早了 1 个世纪。

17 世纪的荷兰支配着欧洲各国的贸易。低地国家刚好占

据东西、南北贸易路线上的有利位置，借由莱茵河连结广大

德国腹地，荷兰商人将法国与葡萄牙的葡萄酒运至波罗的海，

并将谷物运回地中海周边的国家。同时，船厂、制糖厂等国

家工业在这时期迅速扩张。荷兰成为 17 世纪欧洲经济最富裕

的国家，繁荣的经济为艺术、文学、科学的蓬勃发展带来更

多关注与赞助。

2.1.4 荷兰的宗教状况分析

荷兰高度的宗教宽容吸引了其他国家的宗教难民。南尼

德兰战败后，除了南尼德兰的大量移民，还有大量逃避宗教

迫害的难民，特别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犹太人，以及法国的

雨格诺派。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犹太商人，带来了大量财富；

而法国雨格诺派移民，其中许多人是店主或科学家。这是荷

兰黄金时代形成的有利条件之一。

2.1.5 荷兰的科学状况分析

由于宗教宽容，经济繁荣，荷兰吸引了欧洲各地的科学

家及思想家。著名的荷兰莱顿大学更是成为这些人的聚会场所。

荷兰律师以国际海洋法及商法的知识而闻名。胡果·格

劳秀斯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他提出了“公海”和“海洋自

由论”的概念。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是知名的数学家、物理

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发明了摆钟，是迈向精确报时的一大步；



111

财经与管理·第 05卷·第 6期·2021 年 6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cjygl.v5i6.7675

他对于天文学的贡献是土星环的解释。列文虎克是荷兰在光

学领域上最知名的科学家，他改善了显微镜，建立微生物学

的基础。水利工程师扬·莱赫瓦特利用风车将许多湖泊抽干，

为共和国增加了数量可观的土地，为荷兰与海洋的搏斗获得

重大胜利。

另外，宽容的风气也促使图书出版商蓬勃发展。许多在

国外被认为有争议性的宗教、哲学和科学等书籍，在荷兰印

刷出版，再秘密运至其他国家。荷兰也被称为 17 世纪欧洲的

出版社。

众多因素促成了当时荷兰政治、社会、贸易、科学、艺

术的繁荣。

2.2 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市场

2.2.1 荷兰黄金时代的建筑风格

17 世纪的荷兰经济繁荣，城市处于大幅扩张的状态中。

新市政厅、住宅和仓库陆续兴建。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买下

沿着运河所兴建的房子，农村则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城堡以及

宏伟的房屋。当时的荷兰建筑盛行哥德元素。数十年后，则

开始流行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强调垂直元素，减少装饰的使用，

改用天然石材。荷兰建筑在黄金时代达到新高。

2.2.2 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特点

荷兰拥有众多的艺术家和大大小小、不同等级的艺术品

市场和贸易商。荷兰艺术商人基本上形成了现代艺术品市场

和艺术贸易的构架。17 世纪是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也是艺术品市场的黄金时代；荷兰不仅是海洋霸主控制了世

界贸易，也成为了当时全球艺术品交易的中心。

荷兰黄金时代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给

后世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这些艺术家被称荷兰画派。荷兰黄

金时代最知名的画家有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伦勃朗、扬·弗美尔，

风景画画家雅各布·范·雷斯达尔，和为肖像画注入新生命

的弗兰斯·哈尔斯。荷兰画派成就最高的是风俗画，画家们

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入画的题材。他们崇尚简单自然，注

重写实的艺术风格，满足了民众的审美需求。由于绘画作品

接地气又写实，所以受到市民欢迎，大量绘画作品变成了商品，

纷纷进入艺术品市场。

荷兰画派在整个欧洲古典艺术的发展史上占有至关重要

的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荷兰画派的艺术成就，

不亚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巨匠们的成就。意大利画派

艺术造诣极高，但题材多局限于宗教或神话寓言，如果说意

大利的巨匠们创造了古典的、和谐美的世界，荷兰画派则改

变了一成不变的宗教主题，扩大了表现范围，绘画风格发生

转变：日益消减的宗教气息被逐渐清晰的世俗形象所取代。

其揭示了现实中真实的世界，表达世俗生活的诗意和感染力，

真正地把艺术带到民众身边，使得民众不仅仅是“仰望美”，

而是真正接触美、体验美。这一转变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通过写实描绘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本身状态，真正把美刻画并

保留下来，将绘画的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相结合，使艺术回

归现实，真正做到探索世界不仅仅是宗教的纯粹之美。荷兰

画派对后来一系列流派，如印象派的兴起具有一定影响。荷

兰画派的出现开创了现实主义风气。

3 结语

荷兰艺术市场的黄金时代是从 1620 年开始大幅度发展，

至 1672 年渐渐衰落经历了短短的 50 年。但当时荷兰的艺术

成就，绝不亚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巨匠们的成就。荷兰画

派把绘画从理想美的和谐世界，回归到了现实的、人世中真

实的世界，并揭示了世间的、世俗生活的诗意，把艺术真正

地带到了民众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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