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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

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开始走出国

门，多种合作形式的涉外展览和艺

术活动也日渐丰富。然而，急功近

利的艺术商业市场下，各种良莠不

齐的涉外展览，却难以做到真正的

文化学术交流。

“虽然当下中国人在海外办展

览并不新鲜，但诗书画的综合个展

还是相对较少。另外，多数中国艺

术家的涉外展览，他们的中国画风

格带有中西融合的特点，这种带有

西方特点的、混杂的中国画并不能

打动海外观众的内心。而相对传统

的中国画才是欧洲艺术家们比较少

见但真正感兴趣的作品。”刚刚结束

巴黎个展的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梅

墨生对《美术文周刊》记者表示。

作为中法建交 50周年系列活动

之一，由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中

国国家画院、铸山传媒有限公司主办

的“从容中道——梅墨生书画作品巡

回展法国巴黎行”于法国当地时间 9

月 3日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

出其近年传统水墨山水、花卉、诗词

及书法作品 50余幅。法国巴黎中国

文化中心主任殷福表示：“梅墨生把

中国传统绘画用自身独特的语言表

现出来，对现代艺术家在传统文化的

继承与发展方面做了很好的榜样。”

“西方人认为中国水墨绘画很

独特，很有味道，没有必要跑到国外

去学习，我认为这样的声音在国内

是不常听到的。这样的见解，很值

得艺术同行们去考量。近几十年

来，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学习西

方，在艺术领域，甚至某些当代艺术

的观念比西方人更西方化，这也反

映出中国艺术走向的问题。在同国

外艺术家的交流中，我有一个很深

的感触即中国的艺术家是不是很轻

率地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或者说轻

视自己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而惟

洋人马首是瞻。我们很遗憾地看到

当下中国艺术活动，包括一些宣传，

很多是跟在西方艺术的时尚潮流后

面。我可以毫不隐讳地说，这种时

尚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美

国时尚，美国从波普艺术开始，他们

开拓的是流行文化、广告文化、快餐

式文化，即商业性的文化，他们颠覆

的是经典的文化，逆反的是古典的

文化。虽然在海外的这几次展览只

是我个人的一个普通展览，但在海

外观众看来，他们观赏到的是一个

中国艺术家代表中国传统绘画风格

的展览。”梅墨生说。

梅墨生指出：“从艺术和文化发

展角度来说，中国艺术家应更加冷

静客观地看待文化差异，走自己民

族的、传统的道路。”因此，把本民族

的人文理念从自身的艺术创作中体

现出来，考虑到外国观众的文化差

异和兴趣点，讲中国文化的精彩故

事，才可能成就中国艺术家海外展

览，真正发挥文化交流之功，而非文

化自娱甚至自欺欺人。

梅墨生作品以传统的大写意笔

法为主，简率明洁，描绘山河无尽、

空冥奇幻的意境，尽显雅致清隽之

态。对于传统文化观念的浓厚兴趣

深深影响着梅墨生的创作，其以最

简练的笔墨表达自身的内在感受，

在艺术创作和生活感悟里寻找表现

语言、开发新的视觉图式，形成“清、

静、雅、淡”的风格。

本报实习记者 胡立辉

冷静看待文化差异 不惟洋人马首是瞻
——画家梅墨生谈海外办展

苏格兰独立会引发英国

艺术界身份认同危机？
乔纳森·琼斯

泰特美术馆将会更名，不再有英国

青年艺术联盟（Yong British Artists），

英格兰艺术或将回归……那威尔士怎么

办呢？如果苏格兰独立的政治风波导致

国家分裂，那么，英国未来的艺术版图会

是怎样的呢？

如果苏格兰公投通过了，无疑会对

英国艺术（British Art）产生显而易见

的影响。首先，“英国艺术”这个名称将

不复存在。人们将会回到尼克拉斯·佩

夫斯纳在 1955年里斯讲座时提到的“英

格兰艺术中的英格兰主义”的时代，也

许将来还会听到“苏格兰艺术中的苏格

兰主义”。

“英格兰艺术”(English Art)的概念

已经很久没有人提及了。20 世纪 90 年

代，当一批年轻艺术家们聚集在伦敦和

格拉斯哥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浪潮

时，几乎没人称他们为英格兰人，人们称

他们为 YBAs （英国青年艺术家联盟）。

这个联盟的名声随着特纳奖的举办而得

以提升。特纳奖的开设是为了展示英国

50岁以下艺术家一年中的工作成果，尽

管展览经常巡回到包括德利（Derry）在

内的很多地区，但它的发源地永远是英

国泰特美术馆。

那谁来告诉我，泰特又在哪儿呢？

创立于 1753 年的大英博物馆是世

界上第一家国家级博物馆，其名称就是

为了纪念 1707 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统

一，如果苏格兰独立，它该怎样命名呢？

也许你会认为这些问题不值一提，

但苏格兰独立后为艺术机构重新命名的

黑色幽默实际上揭露了一些更为严重的

问题。一些支持苏格兰独立的人声称，

即使苏格兰独立了，他们依然会以英国

人自称，而不是英格兰或威尔士人。英

国这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词

汇，它是被创造和组建而来的，当然，也

可能几天时间就被作废。

苏格兰独立必将导致传统英格兰主

义的复兴，尤其是在哈德里安墙以南地

区。你将会看到艺术被重新定义。也

许，大英博物馆和英国泰特美术馆会继

续保有它们受人尊敬的名字，但是他们

也可能想一个新的称谓来仅代表英格

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

但更可能的事实是，人们愿意用英

国艺术、英语博物馆、英语文化这样简单

又清晰的称谓。

再回到佩夫斯纳所提及的“英格兰

艺术”，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并没有压迫

意味，用它来定义像托马斯·盖恩斯伯

勒那样把英格兰艺术绝对化的艺术家

们也许更为准确。在艺术领域发生的

这种名称的变化恰恰能折射出整个文

化领域存在的一种愤怒、拒绝、不喜欢

英格兰的情绪。

但是，不少民众依然倾向苏格兰独

立，因为人们总是相信，一个新的国家会

有更好的价值观，会有更好的社区。年

初，我曾经和艺术家 Ross Sinclair 讨论

过这些问题，当时，他正在爱丁堡的卡尔

顿山上筹建一个艺术基地，专门给那些想

组乐团的年轻人提供电吉他等音乐设

备。他表现出了一个支持苏格兰独立人

士的典型心态——渴望建设一个更新、

更好的国家。

事实上，民族主义者是无法建设一

个乌托邦的，独立带来的很可能是分裂

和痛苦，并释放出国家对抗主义的丑恶

幻象。而随着大不列颠这艘巨轮的沉

没，这些博物馆则会因为独立后不知道

如何命名、归属哪里等问题而乱作一团。

文章来源：英国《卫报》

本报记者 李亦奕 编译

域外艺事

徐沛君

伊斯坦布尔，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

文化名城，土耳其最大的都市和繁忙的

港口，素以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而著

称。今秋，这座古城迎来了一项文化盛

事，由中国美术馆和土耳其米玛尔·锡

南美术大学共同主办的“水墨精神——

当代中国画作品展”在位于伊斯坦布尔

中心城区的米玛尔·锡南美术大学托普

哈纳依·阿米热文化艺术中心（原为奥

斯曼帝国时期的军械库）开幕，中国驻

土耳其大使郁红阳，中国驻伊斯坦布尔

总领事顾景奇，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

远，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文化参赞朱自

浩，米玛尔·锡南美术大学校长亚尔琛·
卡拉亚葛孜等出席开幕式。48 件当代

中国画精品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向

土耳其观众展现了中国的“水墨精神”。

艺术与教育的双重交流

“中国和土耳其，既是历史文明古

国，又都在变革图强、励精图治，以实现

自己的百年梦想。水墨画，是中国传统

绘画艺术样式，更代表一种文化精神。

如果说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

叫红》所描绘的细密画代表了土耳其文

化的多样性和兼容并蓄，那么，中国水

墨画虚实结合、浓淡相宜的特点则代表

了一种东方的意象之美和写意精神。

细密画和水墨画，两种画风各有自己深

厚的传统，两国都有艺术家在坚守着传

统 ，却 从 来 不 缺 借 鉴 、学 习 和 吸 纳 创

新。正如孔子倡导的‘和而不同’理念，

人类文明正是因其差异性和多样性而

显得丰富多彩，博大而精深。”郁红阳

大使说。

安远远致词时表示：“不同的国家、

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或文化，都有自己

的语言和风俗。但造型艺术不需要翻

译，因为它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贴近人

的心灵，进而沟通人的心灵。”她指出，

本次参展艺术家都在中国的美术院校

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且目前仍有许

多人供职于中国的艺术院校或创作机

构。因此，在米玛尔·锡南美术大学文

化艺术中心展示他们的作品，有助于两

国高等艺术院校的对话，有着艺术与教

育的双重意义。

“米玛尔·锡南美术大学能与中国

美术馆合作举办‘水墨精神——当代

中国画作品展’，让土耳其观众领略中

国 绘 画 的 神 韵 ，我 们 感 到 无 比 自 豪 。

这次展览，将会是两国建立长久而伟

大的友谊与合作的新起点。”米玛尔·
锡南美术大学校长亚尔琛·卡拉亚葛

孜如是说。

展览开幕后三天，即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节日——中秋节。许多在土耳其

以及附近国家的华人华侨、留学生听到

展览的消息后自发赶来，品味这一来

自祖国的文化宴席。他们在展厅流连

忘返，或与土耳其嘉宾分享欣赏中国

画的奇妙体验，或与展览中方工作人

员 轻 声 交 谈 ，沉 浸 在 浓 浓 的 乡 情 中 。

一轮即将满盈的月亮在博斯普鲁斯海

峡上空升起，与古城璀璨的万家灯火

交相辉映，为展览的开幕增添了一抹亮

丽的“背景色”。

笔墨当随时代

中国与土耳其互办文化年，是两国

发 展 战 略 合 作 关 系 中 的 一 项 重 要 内

容 。“ 水 墨 精 神 —— 当 代 中 国 画 作 品

展”是中土两国之间互办文化年的延续

活动，其目的是更好地加深两国人民之

间的文化艺术交往。展览亦是响应、贯

彻文化“走出去”的号召和要求，对外展

示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的语言形式和思

想观念。中国美术馆的馆藏作品首次

亮相土耳其，向土耳其观众展现了当代

中国画创作的最新成果。

参展艺术家们以新的笔墨语言描

绘着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景观。

新的笔墨语言不仅拓展了中国传统笔

墨的技法，更赋予中国传统笔墨以新

的意义，使得中国画传统意义上的点、

线、面与干、湿、浓、淡以及泼墨、泼彩

等呈现出盎然的生机。作为执行策划

的中国美术馆副馆长马书林表示：“这

些作品发自艺术家心灵的意象感受，

作品更注重艺术家的个人情感表达和

个性风格的凸显，同时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点。”

展品中，刘大为以娴熟的笔墨和准

确的造型，表现出传统笔墨神韵；冯远

以深厚的文化功底和艺术修养，通过严

谨的笔墨造型，将传统笔墨赋予新意；

龙瑞的山水画以浑厚华滋的笔墨表达

传统水墨的正大气象；刘巨德注重用

墨，传神写意；袁武以干笔浓墨赋予作

品以苍润浑厚之气；朱道平的山水画笔

墨自由舒展，无拘无束，表达艺术家的

心境；田黎明以似水彩画的写意性水墨

表现出纯净与澄澈之美；邵飞以梦幻般

的笔墨构建一个浪漫的世界，画面五彩

缤纷；杜大恺的作品随性随心，简练的

几何结构和色块对比，使得作品具有诗

一般的意境。青年画家是中国水墨画

队伍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思维活

跃，勇于探索，更专注于表现当代都市

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王冠军、罗寒蕾、

杨柳、陈子、张见等均为翘楚。

渊源历史 当代展示

中国与土耳其之间有着深厚的历

史渊源。古丝绸之路曾把这两个相隔

万里的国度连在一起。土耳其语与中

国西北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同属于突

厥语系，土耳其民众和我国西北等地的

许多居民长期受伊斯兰文化影响，风俗

习惯有类似之处。这些特点，被策展人

充分考虑进来。恰巧，中国有很多艺术

家长期以西北少数民族同胞作为描绘

对象，而且常常有佳作问世。这类作品

于是被纳入展览，虽然数量不多，但成

为展览的亮点之一。

刘大为的参展作品《巴扎归来》描

绘了我国新疆当代居民的生活场景。

展厅里，一位土耳其观众依照画中人物

的相貌和衣饰，准确地辨识出左侧者为

哈萨克族，中间者是维吾尔族，右边的

妇女则是塔吉克族。而土耳其观众也

轻松地辨认出了冯远作品《母与子》所

绘的塔吉克族牧民。两年前，米玛尔·
锡南美术大学曾与我国的敦煌研究院

合作，举办过敦煌艺术展。因为有这样

的铺垫，在本次展览中，唐勇力的《敦煌

之梦——童年的记忆》唤起了一些土耳

其观众的回忆。

土耳其观众的审美兴趣远不限于

此，他们亦关注水墨画的写意手法和文

化品格。马书林的《贵妃醉酒》因其独

特的中国传统戏曲题材和洒脱酣畅的

写意笔法而受到土耳其观众的特别喜

爱，参观者在画作前驻足良久，甚至与

作品合影留念。此外，龙瑞、胡伟、刘巨

德等人兼具东方情韵和当代特色的山

水画也让观众赞赏不已。

土耳其观众还从展览中了解一个

逐 渐 实 现 伟 大 复 兴 的 现 代 中 国 。 在

参 展 作 品 中 ，王 冠 军 、王 岚 、方 向 、李

传 真 、杨 柳 、宫 丽 等 艺 术 家 的 作 品 都

以 当 代 都 市 青 年 或 都 市 风 景 作 为 题

材，画面气息清新；赵奇、张鸿飞等艺

术 家 的 作 品 展 现 了 朴 实 无 华 乡 土 景

观；陈辉、陈梦昕、邵飞等人的作品充

盈 着 梦 幻 般 的 情 调 …… 在 这 些 作 品

前 ，土 耳 其 观 众 都 表 现 出 浓 厚 的 兴

趣。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或许他们

未必能完全领会作品的真意，但遇到

看不懂的地方，他们会主动询问。观众

对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佳作表示出相

当的尊敬和喜爱。

“水墨精神——当代中国画作品展”亮相土耳其

文明古国在水墨语言中对话

土耳其观众在欣赏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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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八十年代中低层阶级涌

入巴黎郊区的大碗岛享受河边漫步

和星期日下午的野餐。这类主题在

印象派画家笔下变得十分时髦，但是

乔治-皮埃尔·修拉（1859-1891）离这

种追求短暂即逝现象的运动很遥远，

修拉说过他的目标是用古希腊的中

楣风格表现现代生活。他的这一巨

幅代表作《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

展出于 1886 年的最后一届印象派画

展上，引起一时轰动。有些观众对此

画感到迷惑茫然，但大部分却认同这

是一幅革命性的作品，超越了印象派

运动的艺术局限。

修拉的这幅作品是当时社会的一

个横截面，画面中与衣饰考究的上流阶

层混杂在一起的有士兵、船夫，以及1位

奶妈，一共有40多个人，很多人物被认

为有着巴黎人的典型特色。

画面中景的中心区域是在悠闲

散步的妇女和儿童，很容易吸引观众

的视线。她们直接面对画家和观众，

看上去像是走在幻梦中，而环绕在她

们 周 围 的 人 物 则 如 雕 像 般 静 止 不

动。画家好像是特意将这对人物与

其他在场的人物区分开，其余的人物

均为侧面像。

就当时的艺术现状而言，这幅画

的实践手法或者说绘画语言已经是

极致的创新。光线与色彩的处理方

式异常复杂，通过自然地运用阴影，

修拉营造出了景深感和透视效果。

前景中大片深色的阴影引导观众的

视线看向画面内部，并与画面里浸浴

在阳光中的其余区域构成对比。远

景中的暗色条块区域与前景平行，一

起衬托出中景亮色区。

此外，画面构图丝毫没有印象派

所 孜 孜 以 求 的 那 种 瞬 时 自 发 的 特

质。在细致小心地画出画面结构之

前，修拉首先绘制了五十多幅研究草

图。这些小草图既有地貌背景的油

彩速写，也有描摹个体人物的精细色

粉画。

画面中的人物看上去都没有明

显的个性特征，在心理感觉上也相互

隔绝，毫无关联。此画仿佛是某幅古

典或古代埃及横饰浮雕的一部分。

人物缺乏个体特征是修拉有意而为

之。修拉想推进印象派，他试图创作

出一种影像，如同大型历史叙事绘画

那种具有庄严感和永恒感。虽然如

此，也不能说这幅画缺乏趣味，画面

自有其幽默之处，人物的着装是最新

的时髦款式，姿势却是古典的——这

是对当时纨绔风格华丽服饰的讽刺

挖苦。修拉试图以一种谐和的装饰

画方式将互不相干的人物编排在同

一场景中，画面的整体效果十分梦

幻、迷人，呈现出极端的非现实主义，

为当时的绘画界确立了一种全新的

潮流指向。

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油画） 207×308厘米 乔治-皮埃尔·修拉

现藏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

谐和的幻梦
——修拉的《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

奕品

经典重识

10月 15日，在法国巴黎，画家迪亚兹·米罗（左）在其一

战题材的青铜器作品前回答参观者提问。

当日，一年一度的法国秋季沙龙展在巴黎香榭丽舍大

街拉开帷幕。秋季沙龙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国际知名综

合性艺术展览，被业界公认为是推动法国当代艺术以及发

现艺术人才的重要平台。

新华社记者 李根兴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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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秋季沙龙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