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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背景下的“乡村·未来”

由国际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策

划的“乡村·未来”展览将于 2020 年 2 月

至 9 月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该

展览将呈现全球非城市化地带最为剧

烈的变化。因独特的经济模型以及一

系列在乡村领域的实验，中国乡村在全

球非城市化地区的发展中无疑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乡村新篇”构

成了“乡村·未来”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乡村新篇

近日，“中国乡村新篇”预展在中央

美术学院开展，此次展览也是中央美术

学院建筑学院第四工作室与库哈斯团

队三年来对中国乡村研究的成果总结

与展示，分为 4个板块：中国、欧洲、美国

近年来乡村发展的数据比较研究，中国

乡村的四种画像，中国乡村会议室，中

国乡村的创新与智慧。

通过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宣传海

报与现实村庄进行叠加，展览试图营造

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整个展场就

好比一个大型装置，四个相互连接的空

间共同创造了一个活跃的实验场，呈现

了中国乡村发展的特征与路径：一个由

政府和市场机制双重引导的数字化变

革、农业技术创新、旅游和文化开发重新

确立乡村的角色与乡村生活的可能性。

库哈斯团队的主要负责人斯蒂芬·
彼得曼介绍，展览基于三年来对河南刘

庄、贵州雨补鲁村、江苏东风村、山东寿

光四个村庄的深入记录与调研，展示了

“集体经济”“文化旅游”“农村电商”“高

科技农业”四大现象，并与历史上所出

现过的一些乡村现象进行对比。

乡村会议室的设计形式传达出中

国乡村会议所具有的自上而下、自下而

上的特性，既有层级分明的秩序感，又有

围合共议的自发性。此外，在乡村会议

室靠墙摆放的各时期的诸多政策文件

则彰显了乡村建设的复杂性与综合性。

第四展厅展示了新技术在农业生

产中的应用，包括：不仅可以用以播撒

农药和种子还能勘测地形地貌的大型

农用无人机、获得 2019中国设计智造大

奖的由清华大学研发的“农村生态户厕

系统”马桶、大数据基础建立的乡村建

设模型以及通过抖音快手走红的乡村

红人和最受乡村欢迎的网购产品等。

此外，中央美术学院第四工作室及乡村

建设高研班三年的乡村研究成果也在

展览中集中呈现。

重构乡村“共同体”

“2001 年，中国提出三农问题是重

中之重，在 2007年又提出了生态文明的

发展理念，2008 年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最近这些年，美

国试图重建它的实体经济，而中国则在

强调乡村振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

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关注乡

村建设，要先观察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

和中国社会转型方向性的差异，乡村建

设的历史性和国际性至关重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靠自身

的力量完成了工业化，并且成为了全球

化竞争的参与者，虽然过程很快，但付

出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温铁军认为，

现在的乡村正处于一个调整时期，各行

各业都尽其所能参与到乡村建设中，这

意味着乡村正在成为非常有价值的领

域，但另一方面，用工业化的思想来对

待乡村建设很有可能会使教科书式的

建设理念与传统乡土社会的组织体系

产生矛盾。

如何促进乡村建设？中央美院副

院长吕品晶提出，首先应加强公共文化

建设，推动基层公共文化系统建设，整

合资源，共建共享。2015 年以来，中国

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框架，乡村地区

的文化设施建设也逐渐付诸实践，主要

体现在将乡村软性的文化资源结合在

具体的物理空间上，也就是建立公共文

化空间。通过在贵州省板万村和雨补

鲁村两个村落的改造实践，吕品晶建议

说：“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应该善于利

用乡村的文化资源，按照村民的意愿提

供文化服务，并依照现代生活的情况不

断拓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涵，以新时

代的文化秩序代替传统的宗族秩序，通

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建设建构新

型乡村生态文明。”

在世界范围寻找可行方法

库哈斯表示，中国乡村的美是非常

有力量的，只要认真研究，就能了解到

其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面临的问题

不仅是振兴中国乡村，更与乡村的生

活方式有关，包括如何吸引更多的人

群到乡村生活，如何避免乡村变成繁

华的城市且保持其原有的特色。他还

强调应当将乡村问题放在全球的背景

下来思考。

“美国硅谷正在探索智能机械化无

人乡村，带来全新的建筑模式，超体量

的工厂建筑占据乡村，这里充满了新科

技、智能化设备，但这里几乎没有人类

活动的身影。”库哈斯说，新技术的介

入、全球变暖、难民等现实问题给乡村

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乡村·
未来”展将选取 12 至 15 个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乡村场景原型，以此作为切片来

认识全球的乡村正在经历的状态以及

现存的问题，寻找一些可行、可信的乡

村建设方法，期望给中国、给世界的乡

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今年盛夏一部《长安十二时辰》在

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波欣赏研究唐朝

建筑的风潮，同时我们发现，今天当我

们感叹盛唐建筑风华的时候，不得不

把目光投向日本奈良，因为那里保存

了最多的唐风建筑，连同那些珍贵的

历史图档、代代相传的营造工艺，都是

人类文化的瑰宝。而唐招提寺，便是

这瑰宝中的一颗明珠。

唐招提寺由东渡日本、弘扬佛法

的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688—763）

亲手兴建，在日本佛教界地位崇高，是

日本佛教律宗的总本寺院，这座具有

浓郁的中国盛唐风格的建筑物已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1973 年，建筑师梁

思成参照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造了位

于江苏扬州的鉴真纪念堂。

近日，上海博物馆刚刚拉开帷幕

的“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

山魁夷隔扇画展”引起了巨大关注，作

为该馆 2019 年度的压轴特展，该展览

首次向中国观众展示了唐招提寺珍藏

的 5 组 11 件与鉴真生平活动有关的珍

贵文物，以及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为寺

中供奉“鉴真和尚像”的御影堂绘制的

68 面隔扇画。这些展品年代从 8 世纪

到 20世纪，横跨 1200年的历程，堪称一

部微缩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

此次展览以鉴真和尚亲手营造的

唐招提寺为时空背景，内容共分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遥凌沧海”遴选唐招提

寺珍藏的 5 组与鉴真相关的文物，包括

日本孝谦天皇仿王羲之笔意所题的“唐

招提寺”敕额，为供奉鉴真东渡带去的

舍利的“金龟舍利塔”（日本国宝），描绘

鉴真弘扬佛法、壮烈人生的《东征传绘

卷》，宋刻本与和刻本的佛教典籍《一切

经》，以及日本室町时代（15 世纪）的设

色画轴《鉴真和尚画像》。

其中，敕额中的“唐招提寺”四字

为竖排双钩体，刻于木制匾额上。据

寺院文献记载，此匾为唐招提寺初建

之时孝谦天皇题写，挂在讲堂或者中

门之上，以行书书写，字体纤细，略有

王羲之的风格。“金龟舍利塔”是为供

奉鉴真带去日本的舍利而铸造的容

器。舍利塔为铜铸鎏金，塔顶屋檐等

各部分均按照宝塔的建筑结构制造，

塔身采用透雕工艺刻画了藤蔓花纹

（日本称作“唐草纹”），透过花纹可以

看到存放舍利的唐代琉璃瓶，瓶中存

放着鉴真带去日本的舍利，此次是首

度回到故乡展出。

《东征传绘卷》绘于 1298 年，作品

用生动的绘画故事描绘了鉴真东渡时

的各种艰辛苦难，以及鉴真到达日本后

受到的欢迎与款待。画中大部分故事

情节根据日本奈良时代著名学者淡海

三船编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绘制，

1298年由唐招提寺的下属寺院，地处镰

仓的极乐寺僧人忍性负责规划制作，进

贡给唐招提寺。该作共有 12 卷，15 世

纪后期已经演变成 5 卷的形式。此次

将展出两卷，展期内将经历一次换展。

日本各个时代的绘画、工艺作品

中几乎都有一些或展开故事情节、或描

绘故事中某个特定场景的画面。这种

表现形式被称作“物语绘画”。在“物语

绘画”中，从右到左横向展开，既放绘

画，又放相应叙述文字的书画长卷被称

作“绘卷”。《东征传绘卷》便是绘卷中的

上乘之作。绘卷由中国传去，形式类似

于古人所作之“长卷”。在绘卷中，观者

在观看过程中占据主动位置，有权决定

展开画卷的速度，按照自己的节奏欣

赏。在观看过程中，故事的发展与观赏

的时间相互交叉，使人进入故事，与故

事中的人成为一体，代入感很强。

东山魁夷是日本战后非常知名的

风景绘画家和散文家，其画作很有禅

意，无论什么风景，在他的笔下便安静

了下来，优美而绝无喧嚣之感。1970

年岁末，东山魁夷收到唐招提寺的邀

约，请他帮忙制作御影堂的障壁画。

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东宫御所壁

画《日月四季图》和皇居新宫殿壁画

《黎明潮涌》，声誉正隆。然而，面对这

座千年古寺，东山魁夷还是非常敬畏，

因此花费若干年的时间考察、感受、探

索。这些心路历程，均收录在他的散

文集《唐招提寺之路》中，真切感人。

此 次 展 览 的 第 二 部 分“ 情 景 交

融”，展出了东山魁夷受邀为唐招提寺

御影堂绘制的 68 面隔扇画。隔扇画是

日本室内隔断空间的拉门或墙壁，通

常以绘画为题材，是日本传统的一种

室内建筑美术作品。从 1971 年起，东

山魁夷为创作这些极富历史意义的隔

扇画，研究鉴真的生平与唐招提寺历

史，遍访日本的名山海景，于 1975 年 5

月完成了《山云》和《涛声》。他 3 次游

历中国的自然名胜，吸取中日古代绘

画艺术的精髓，将其胸中的情与景完

美地交融在画作中，于 1980 年 2 月完

成了《扬州熏风》《桂林月宵》和《黄山

晓 云》，最 后 在 坐 龛 内 部 绘 制 成《瑞

光》。这些史诗般的巨制从构思到完

成花费了东山魁夷 10 年心血，是其创

作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在其中更是

能追溯中日文化交流的渊源。

此 次 展 览 的 内 容 策 划 金 靖 之 介

绍，御影堂内供奉着鉴真和尚像，每年

只开放三天，观众能看到这些隔扇画

的机会极少。眼下正值唐招提寺全面

修整之际，于是促成了它们的中国首

秀。布展时，工作人员特地以御影堂

建筑为本体，按照原来的格局设计展

厅，基本复原了隔扇画的室内场景，让

观众身临其境。

此外，展览还展示了唐招提寺收

藏的中国佛教界领袖、杰出的书法家

赵朴初的两幅书法作品，以纪念其在

上世纪 80 年代积极促成唐招提寺鉴真

和尚像回归故里的善举。

让 这 些 珍 贵 的 文 物 画 作 齐 聚 一

堂，观众除了能够欣赏艺术品本身的

精美绝伦与艺术价值，更能感受背后

那些作为中日友好见证的故事，这是

对古往今来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的先贤先学的纪念，也是一次续写中

日两国友谊的艺术篇章。

一部微缩版中日文化交流史

多元深入的艺术交流

100 年前，以周恩来、邓小平、蔡

和森、陈毅、聂荣臻为代表的一批青

年志士负笈游学，怀着追寻真理、拯

救民族的抱负，漂洋过海来到法国，

开启振兴中华的伟大历程。100 年

后，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到法

国，回到具有“法国威尼斯”之称的蒙

达尔纪市——今年 5 月 4 日，由中国

美术馆馆长、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

吴为山创作的《百年丰碑》永久矗立

于蒙达尔纪火车站前的邓小平广场。

该作品塑造了一批留法勤工俭

学的青年群像，这些栩栩如生的造型

是无数革命先辈的缩影，是中华民族

顽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的化身，是对

历史悠久的中法交流的纪念，也是对

中法友谊继续深化的展望。

《百年丰碑》落成后，蒙达尔纪

这个静谧小城在一夜之间受到了更

多关注。作为中法友谊的见证，《百

年丰碑》成为蒙达尔纪这座城市的

文化新亮点，作品中的革命精神与

火车站这一象征着“离去”与“归来”

的地标性场域相结合，更使之成为

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人文景观。

11 月 12 日，法国中央—卢瓦尔

河 谷 大 区 主 席 一 行 来 到 中 国 美 术

馆，对中国美术馆的建筑群落、馆藏

作品、展览生态给予了高度评价。

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距巴黎

只有一小时车程。近年来，大区致

力于为古城堡注入新的活力，期盼

不断深化古城堡的文化、艺术、旅游

联动机制。与此同时，卢瓦尔河谷

区也十分注重与中国的交流合作。

据悉，2021 年，位于法国中央—卢瓦

尔河谷大区的昂布瓦兹城堡计划在

农历中国年期间，以“中国年、中国

灯”为主题在各个城堡举办展览与

庆祝活动，盘活当地的旅游资源。

为深化友好合作、加强中法文

化艺术交流，中国美术馆计划在与

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在中国与法

国开展一系列文化交往项目：中国

美术馆拟召集一批中国代表性画家

与摄影艺术家于 2020 年春天集体赴

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古堡群

落采风，此后，他们的写生作品将带

回中国美术馆举办“卢瓦尔之春”展

览；同时，中国美术馆还将征集一批

展现艺术性、科学性、创新性的新媒

体作品，在昂布瓦兹城堡中举办“艺

术与科学”主题展和国际学术论坛，

在展示中国艺术多元样貌的同时，

回应城堡的“中国年、中国灯”的系

列活动主题。

众所周知，达·芬奇之墓就保存

在法国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的昂

布瓦兹城堡当中，而该大区的克洛·
吕斯城堡中则还保存着达·芬奇的

画室与工作室——这里是他度过生

命中最后三年的地方。中国美术馆

在与法国古堡的一系列合作中希望

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点亮达·芬奇的

艺术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吴为山

的雕塑创作将受邀参与到中国美术

馆与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的文化

艺术联动中来，并在与达·芬奇相关

的这两个重要城堡展示他的代表性

雕塑作品，以艺术作品串连不同的

法式皇家城堡，以文化塑造其旅游

文化新风貌。

信息速递

50余件乌克兰当代艺术作品亮相苏州
本报讯 12 月 14 日，“交融的视

界——乌克兰当代艺术展”在江苏省

苏州金鸡湖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

由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苏

州金鸡湖美术馆主办，展出乌克兰

10 位艺术家的 50 余件作品，涵盖绘

画、摄影、雕塑、装置、影像等，以期

通过多形态的艺术作品让观众全方

位地了解乌克兰当代艺术的“前世今

生”。

受邀参展的 10 位艺术家中有 3

位乌克兰人民艺术家、1 位乌克兰功

勋艺术家，以及 6 位乌克兰老中青三

代杰出艺术家。在乌克兰，人民艺术

家是乌克兰国家授予艺术家的最高

荣誉。

苏州工业园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苏州工业园区在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

同时，也不忘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形

成了具有园区特色的文化品牌。“一带

一路”建设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合作，还

是文化、价值观的交流。本次展览就

是通过艺术作品演绎“古今结合、中西

合璧”，实践“一带一路、文化互通”。

据悉，展览期间还将举办主题讲

座、作品赏析等一系列艺术普及活动。

展览将持续 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 。

（施晓琴）

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未来乡村愿景的畅想

中国、美国、欧洲乡村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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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