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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严长元 冯智军

吴为山：

讲述充满朝气的当代中国故事

张琪

中国花鸟在西方

在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的今天，相

对于把外国优秀文化“请进来”，中国文

化如何“走出去”，讲好什么样的中国故

事、传播什么样的中国声音，更是一个值

得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课题。近期，由中

国美术馆与圣伊德方索学院（博物馆）共

同合作策划的“中国写意——来自中国

美术馆的艺术”系列展览在墨西哥成功

举办，由“多维向度——中国水墨画的当

代拓展”“中西融合——中国写意在中国

当代艺术中的转换”“大美乡情——中国

民间美术精品”三个主题展组成，展出了

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及当代著名美术家

的作品 200 余件。艺术形式包括水墨

画、油画、版画、雕塑，以及剪纸、皮影、面

具等，是对中国当代美术和民间美术的

一次较为系统的介绍，诠释了中国精神

和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中国美术馆还借

此机会与墨方博物馆及大学等重要的文

化与教育机构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活

动，向墨西哥人民展示中国艺术与中国

故事的文化价值观和美学观，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民族民间艺术风

采，反映当代中国艺术风貌，获得墨西

哥观众的高度认可。

从“送出去”到“请过去”

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看来，中

国文化“走出去”，如果不是“送出去”，

而 是 被“ 请 过 去 ”，会 取 得 更 好 的 效

果。吴为山说，“仅仅把文化送到各国

的中国文化中心是远远不够的，还要

走到各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大剧院、

著名大学去，这样能更有效地深入到外

国文化的主流中。”

在本次展览期间，吴为山应邀到墨

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演讲。墨西哥国立

自治大学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地区历

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也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

有着 400 多年的历史，在校师生达 30 万

人。在演讲现场，不仅容纳千人的礼堂

座无虚席，礼堂外还排着长长的队伍。

演讲中，吴为山结合作品用“一个

点、一个空间、一座山、一根线、一颗心、

一个魂”串起所有内容以吸引观众。“一

个点”，就是小不点儿、雕塑《睡童》，这

个最普通的孩童形象蕴含着人类最普

遍的一种情感，是爱，是人类最深沉、最

温润的爱。“一个空间”，即代表着天人合

一、虚怀若谷、包罗万象的——老子。“一

座山”，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高山仰止的

孔子，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思想是中国文

化的仁者乐山。“一根线”，就是齐白石和

达·芬奇的雕塑对话，齐白石高耸的拐杖

像一根枯藤，连接着天和地，连接着古

代、现 代 和 未 来 ，也 连 接 着 东 方 和 西

方。“一颗心”，就是吴为山和法兰西学

院主席克罗德·阿巴吉举行的心灵对话

展。“一个魂”，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群像，其作品中

表现的中华魂，这些受难同胞在向世界

呐喊、呼唤和平。“这‘六个一’形成了一

组作品，表达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维

护世界和平的心愿，最终体现了‘四海

之内皆兄弟’。”吴为山说。

资源有限 创意无限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和途径上，

中国美术馆经过长期的摸索，也找到了

自己的方式，即发动“当地人去讲中国

的艺术”。

“中国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很早之

前就已经来到了墨西哥，而且就在现

场，虽然没有护照。”在这次墨西哥展览

的新闻发布会上，吴为山的这番话让

在场的人大为疑惑、不断猜测，当他揭

开谜底是“孔子和老子”时，所有人都

会心大笑。吴为山感慨地说：“中国文

化‘走出去’，不能只喊口号，要让代表

性的人物走出去，比如老子和孔子的

思想也是西方人接受并推崇的。中国

文化‘走出去’，要有自己的发力点，有

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形象和符号，还

要成体系。”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常常兴师动众

地使用很多人力、物力，但效果却不见

得好。这种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调动，

对中国美术馆来说也是一个难题。目

前，中国美术馆国际部人员有限，能熟

练运用不同外语交流的更是少之又少，

因为语言翻译障碍的存在，对于理解中

国文化往往是有隔膜的。

在这种现状下，吴为山提出资源有

限、创意无限。“在墨西哥，中国美术馆先

期派出一两名骨干在当地培养了对中国

文化有兴趣的 150 多个志愿者，让这些

志愿者和他们的同胞对话，用他们的语

言来讲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就这样，

一个大型的国际文化交流展览，中国美

术馆仅仅用 10 余人就完成了，虽然现

在中方工作人员已经回国，但在墨西哥

的展场里，却会看到这些志愿者用西班

牙语讲述中国艺术的情景。这种方式，

不仅是在墨西哥，近期 中 国 美 术 馆 在

不少国际交流中已经形成惯例，让当

地的民众去讲中国的艺术，也是一道独

特的风景。

拒绝抽象概念 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交流不是开个欢迎会，然后

走马观花地游览，真正的文化交流应该

深入到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去。”吴为山认

为，假如展览是一盘端上来的好菜，那么

艺术家的工作室就是不可忽视的厨房，

可以看到作品的创作过程，特别是没有

完成的作品更体现了其思考的过程。只

有了解创作过程中的每一步转换，才能

理解艺术家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

让艺术家们互相走进工作室，这才

是真正的交流。这也是作为艺术家的

吴为山到国外交流时最喜欢的方式之

一。“我到国外最喜欢三个地方，就是博

物馆、大学以及艺术家工作室。”他说，

去博物馆可以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也

可以感受到文化的脉络；大学总是充满

朝气和创造力，艺术形态和思维都是在

不断的激活状态下发展向前的，这里代

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勃发的生命力，甚至

可预见未来；来到艺术家工作室，就是

走进艺术家的心灵深处，敞开胸怀，用

心灵对话。“这三个地方可以让我完整

地感受到群体和个体，看到历史、现在

和未来，看到这个国家在地球村中的文

化坐标。”

吴为山还指出，推动中国文化的世

界传播，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国文

化四个字，是由很多具体的人、事和作

品组成的。我们不要将某些在西方价

值观引领之下的丑化中国人形象的伪

当代和那些昙花一现的西方潮流作为

世界先进文化或主流文化吸收进来，更

不要把带着瓜皮帽、穿着长袍马褂、拉

着黄包车的封建文化现象作为我们的传

统文化输出国门。”所以，讲好中国故事，

必须要经过甄别和遴选，拿出最好的艺

术作品，它们不仅要有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底蕴，还要能代表充满朝气的当代

中国。

就在不久前，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

山带队的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与俄罗

斯列宾美院在内的重要文化机构商谈

未来交流合作计划。11 月 22 日，中国

美术馆与俄罗斯国立列宾绘画、雕塑与

建筑艺术研究学院（列宾美术学院）签

订合作意向书。我们期待，他们带回更

多的故事……

“我很了解历史，所以当我看风景

的时候，我看到的不只是纯粹的景色，

还有战争和历史的痕迹。”1945 年“二

战”结束之时，一位被公认为德国当代

最重要的艺术家降生在这样一个充满

战争、毁灭与废墟的世界里，他就是安

塞姆·基弗。11 月 19 日，由中央美术学

院与德国贝尔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基

弗在中国”主题展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馆举行。这是基弗在中国的首个展

览，却并未得到艺术家本人的参与和支

持，甚至在展览前两日上演了一场沸沸

扬扬的争议风波。

11 月 18 日上午，雅昌艺术网发布

了分别来自于安塞姆·基弗与中央美术

学院美术馆授权发表的声明。在基弗

的声明中，他表示：“展览此前并未征询

过我的意见，我既没有参与也没有同

意，对此我深感失望。”基弗同时表示，

他已经向组织方书面要求取消本次展

览。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发表的声

明说：“‘基弗在中国’的所有展品都得

到了收藏家及收藏机构的授权，这一展

览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展览的

德方主办机构曾多次联系基弗先生，并

向他发出邀请，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

有顺利沟通。鉴于此次展览作品的合

法性，我们从法律角度没有理由中止与

德方主办机构的合作。”

据了解，此次展览的作品均为德国

MAP 收藏和路德维希科布伦茨博物馆

的藏品，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的所有权

是私人收藏和机构，而不是基弗本人。

根据专业律师指出的国内外法律条文

可知，此次“基弗在中国”展览在法律上

是合法的，但展览能否使用基弗的名字

作为展览标题，在法律上是存在争议

的。这一事件之所以在美术界引发热

议，恰恰在于展览机制与艺术家之间的

分歧，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价值判

断。有人表示，“根据展示作品来源将

这个展览作为一个私人的收藏展是可

以的，但如果展览的宣传给外界无形中

造成了一种误解，认为这个展览是以艺

术家的名义策划的个展，那么艺术家站

出来表示反对，也是可理解的。”那么，

展览的信息是否足够透明，展览的真实

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无疑是任

何策划展览或引进展览的学院，公立或

私人美术馆应该诚实面对的。

值得一提的是，基弗展风波引发了

公众对展览权与展览协商机制的普遍

关注，这不仅是一次普及专门法律的契

机，也是对美术馆在与策展人、合作博

物馆、借展藏家、第三方运营艺术机构、

艺术家，以及代理艺术家作品的画廊等

诸多权利与利益关系的合作中，如何规

避风险与漏洞的难忘启示录。事实上，

对于越来越频繁举办的中外国际展览

中诸多情理、法理的问题，这仅是冰山

一角。所以，这次风波所引发的关于相

关规章的制定、关于如何有效应对国际

交流与合作所遇到的纠纷，这些都给美

术馆事业以及艺术产业的深入长远发

展敲响了有益的警钟。

争议风波并没有影响观众对于艺

术家及作品本身的关注。安塞姆·基弗

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当

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德国新表现

主义艺术风格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兴

起于现代主义行将结束之际，它以德国

表现主义为基础，关注当下的历史和现

实，推动绘画语言的革新，打破了美国

波普艺术、极简主义和抽象艺术占据主

导地位的局面，成为当时西方艺术的主

要形态之一。

此次展览展出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

至今基弗创作的绘画、雕塑、装置、摄影

作品共 80 余件。通过展览我们能够看

到，基弗每一种类型的作品都能超越

其本身的固有形态，诸如照片、稻草、

藤条、五金工具、泥土、钢铁、塑料、干

花等不同材料，在艺术家深入思考之

后，通过不同的重组与构成，与绘画相

结 合 ，从 而 赋 予 了 作 品 更 深 刻 的 含

义 。 基 弗 的 作 品 具 有 强 大 的 视 觉 力

量，并且借由这种力量将人们引向共

同 历 史 的 深 处 ，引 向 个 体 记 忆 的 深

处 。 基 弗 直 面 德 国 历 史 中 曾 经 的 黑

暗，挖掘隐藏在集体回忆中的禁忌，并

将它们与日耳曼式的神话、宇宙观以

及 对 信 仰 本 质 的 深 入 思 考 交 织 在 一

起，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唤起人们的反

思，刺痛民族集体记忆的神经。可以

说，基弗拥有同时把握强烈情感因素与

严肃主题的非凡能力。他的艺术创作

为欧洲艺术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基弗展：透过风波看意义
本报记者 施晓琴

中国动画片《美丽森林》入围今年

奥斯卡最佳短片的最后角逐，使得中国

传统绘画尤其是宋代花鸟画又成为焦

点。而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

部成立100周年举办的中国书画精品

展，共有110件书画作品参展，其中就

将宋徽宗的工笔花鸟《竹禽图》选作展

览主题图，足见西方观众对中国花鸟

画的喜爱。那么，中国花鸟在西方艺

术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中国花鸟画与西方静物画

人们常感叹西方古典静物画中的

花鸟是如此逼真，而中国传统绘画中尽

管也有如五代黄荃这样的写实高手，但

相比之下画作似乎还不够真实。或许中

国画中的鸟儿并不那么真，但却是活的。

西方静物画主要是在室内一角的

桌子上摆放折下的花枝、切开或剥皮

的水果，捆绑的猎物或者标本，运用透

视法，借助解剖学，尽其所能如实描

画。而讲究“栩栩如生”的中国花鸟画

大多画的是活物，有根的花木或有温

度的生灵，例如笔下的鸟儿，或小憩、

或展翅、或回眸、或顾盼，留白的背景

也丝毫不会妨碍它们的活灵活现。《美

丽森林》中的鸟儿之所以能够动起来，

正是因为所参考的这几幅工笔花鸟画

中的鸟是“活物”，而如果把西方静物

画中的鸟儿做成动画，是不是会联想

到波普艺术代表作理查德·汉密尔顿

的拼贴画《究竟是什么使今日家庭如

此不同、如此吸引人呢？》，它们动起来

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西方静物画和中国花鸟画同是以

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为主题，但表达内

容一个静一个动；表达方式上一个较

为客观的，一个偏向主观的。中国画更

注重表达个人的情趣，喜好拟人与移

情，擅长写意。20世纪之前西方绘画都

以写实为主，印象派晚期的静物画在东

方绘画的影响下，才有了如梵高向日葵

那样生机勃勃的静物画，从真过渡到

活。西方画家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画

室，开始寄情山水，而这正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中国画家世代所传承的。

中国风与外销壁纸

在欧洲的“中国风”热潮和洛可可

艺术的影响下，自然清新的花鸟图案

受到追捧，它们出现在了各种日用工

艺品中。以外销手绘壁纸为例，中国

17世纪开始向欧洲出口彩色壁纸，18

世纪达到鼎盛，壁纸中出现最多的就

是花树鸟蝶。这些热闹的装饰性花鸟

纹样与传统中国花鸟画非常相似，却

并不影响西方人对它的青睐。在这里

我们不妨将这些原本来源于中国器物

上的装饰花鸟纹样也称为中国花鸟。

古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很多来源

于外销产品，例如瓷器、丝绸、茶叶，以及

之后的出版物及外销绘画等，至今影响

深远。这些工艺品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

是有一定差距的，也是被中国人认为不

地道的“中国风”最初的灵感来源。大航

海时代到来之前的陆上丝绸之路上，作

为商品的日用工艺品在多重文化的叠加

之下最终传到西方，例如青花瓷。更加

频繁和直接的贸易往来是在17世纪之

后，据说巴洛克时期法王路易十四和康

熙是笔友，到了洛可可时期，路易十五与

乾隆也互赠礼物。东方工艺品风靡欧洲

宫廷，瓷瓶、中国风格的墙纸、中国刺绣

的床单是宫廷中的必备装饰。

后来随着贸易的日益扩大，中国

外销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且并

没有人去求证中国人是不是住在这样

的房间内，这便是所谓的流行。位于

美国特拉华的温图尔特庄园至今还保

留着18世纪的风格，每个房间都贴有

中国花鸟墙纸。这里举办过《唐顿庄

园》的服饰展，的确再合适不过了。在

热门的英剧中也常见中国元素。《唐顿

庄园》中大小姐披着刺绣花卉睡衣，

《艾玛》中的花鸟刺绣床单，在去年大

都会博物馆的“镜花水月——中国风

服饰展”也少不了将跃动着鸟儿的淡

绿色墙纸作为展览的背景。再看看如

今的时尚流行，具象的花鸟图案也被

贴上了中国风格的标签。

18 世纪洛可可艺术的代表画家

布歇曾创作过一系列想象中的中国主

题作品。狄德罗评价布歇的作品，“何

等漂亮的色彩，何等丰富啊！他（布

歇）拥有一切，除了真实。”意思大概是

说布歇的强调感官的艺术风格有悖于

传统西方绘画中的写实性，但这并不

影响对人们的吸引力。就如中国花

鸟，无论是出自宋徽宗的笔下，还是绘

于外销壁纸之上，都是寄情于自然又

富于哲学思辨的中国绘画的魅力。

信息速递

“如是”张曙光抽象艺术展在斯洛伐克大使馆举办
本报讯 由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馆

主办的“如是”张曙光抽象艺术作品展 11

月24日在该使馆举行，共展出艺术家张曙

光油画作品20余件、水墨作品10余件。

张曙光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舞台美

术系获学士学位，曾为斯洛伐克国家政

府派遣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访问学者，

斯洛伐克考门茨基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

生，曾任教于考门茨基大学、布拉格查理

大学。20 多年来，他在中国、法国、德

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

克等国多次举办个展，还参加过巴黎国

际沙龙展、罗马国际艺术展、荷兰国际抽

象艺术展、布拉格亚非博物馆展。2009

年在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府举办了个人

画展。

欧洲著名抽象艺术评论家曾这样评

价张曙光的抽象派绘画：“张曙光的作品

将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很多作品

是在瞬间的状态下完成的，转瞬即逝间，

将他多年的情感积累和人生阅历了然于

笔下，追求一种‘瞬间的永恒’。”（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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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安雕塑绘画艺术展在京开幕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美术馆国际美

术作品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中西之间——司徒安雕塑绘画艺

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司徒安 1934 年出生于英国，自

2001年开始从事中英文化交流活动，先后在南京大学美术研

究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多

所美术院校任客座教授，并于 2010年 7月起担任沈阳师范大

学司徒安国际雕塑学院院长，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西文化

交流做出了贡献。司徒安在雕塑、绘画和设计等多个领域都

取得了不凡成就。此次展览展出了司徒安不同阶段的代表性

雕塑和绘画作品 200 余件，全面展现了司徒安的艺术风貌与

艺术情怀。 （施晓琴）

白曰梦想家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
本报讯 日前，“转媒体艺术展——白曰梦想家”

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青年创想周。此展由转媒体艺术

创导者、上海戏剧学院杨青青教授策划，由李政钟、沈

楚楚两位年轻艺术家执行策展。展览征集了近百位

青年艺术家、设计师和艺术学生的创作，共收集了 600

多件作品。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经 GIF截体，带观众

进入无数个不同的梦境。转媒体是指从一个媒介到

另一个媒介的转换。“观众在这样虚拟与现实的视觉

体验中，在梦与幻与生活的图像交集里，体验不同场景，

一个梦想家的世界，是此次 GlF转媒体展的意义所在。”

杨青青说。 （李亦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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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正在观看面具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