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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两国文化距离

“不喜平庸——齐白石的艺术世界”展由
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米兰市文化局主办，在米兰蒸汽工厂博物
馆与意大利观众见面。展览包括齐白石复制
品及相关辅助展品 54 件 （套），类型有册页、
手卷、立轴、展品数字化互动装置等，展现
齐白石笔端一花一世界的东方艺术精髓。展
览不但展示了齐白石艺术的自由、自然、自
在，还打破了常规的展示方式，追溯到中国古
人的观画之道，将中国传统的赏画方式与园林
意境相融，加上多媒体的引入，可谓移步异
景，别有洞天。比如展厅中设有中式书房，意
大利观众可以通过交互技术，体验笔墨挥毫的
潇洒淋漓，感受中国古人品画的情境与雅集的
乐趣。

米兰蒸汽工厂博物馆馆长玛利亚·弗拉泰
利表示，齐白石这位伟大的中国艺术家的作
品，拉近了中意两国文化的距离，也拉近了两
国人民的距离。上世纪50年代的威尼斯双年展

中，意大利观众曾见到过齐白石的艺术作品；
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家再一次走进齐白石的艺
术世界。齐白石没有忘记自己国家的文化传
统，也没有忽视他所在时代的现代性。同样，
这场展览也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通过当代新
型的展陈技术，让欧洲观众了解到中国书画的
诗意与维度。

文明的相合与相通

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的“满园青青百草
同——齐白石的跨时空对话之一”展则从跨文
化研究的方法入手，试图以齐白石为主体，展
开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满园青青百草同”
是白石老人的诗句，极富生机趣味；若将其
联系到对人类文明的表达，也有几分相合之
意，可理解为寓意着人类文明的相合与相
通。在这场展览中，观众可以通过齐白石和
意大利艺术家作品的对比，理解两国艺术家
对自然生灵、家庭亲情、游历成长、诗画相映
等主题艺术表达的相通与不同。

展览并列呈现了齐白石的画作与意大利考
卡雷利插图抄本，以展现中国艺术与意大利艺
术在表现自然方面的异同以及蕴含在自然生灵
之中的文化寓意。齐白石以“一花、一草、一
虫”描绘宏观世界，并在其中融入对生命的感
悟，饱含了中国艺术的寄情之味。而在14世纪
的意大利，由热那亚的考卡雷利家族赞助完成
了一部以美德和恶行概念为主题的插图抄本，
在页面边缘和字里行间布满了各类具有道德寓
意的昆虫图案。两国艺术家皆以手中画笔为自
然生灵赋彩、造型，并赋予它们不同寓意，如
齐白石画“蝴蝶飞蛾”，寄托家国之思；考卡
雷利插图抄本中的蜜蜂，则象征着纯洁。

中意两国文化传统各异，但在重视“家族”
观念方面又有着共性。齐白石的《上学图》来自
画家对童年求学的一段回忆，齐白石将儿时祖
父送学的温情回忆寄情笔端，写尽了祖孙间的
深情。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多梅尼
科·吉兰达约的笔下，描绘了祖孙相互依偎的
温馨场景：老者略显杂乱的白发和膨大的酒糟
鼻，与小儿卷曲的金发和细腻光洁的皮肤形成
鲜明对比，别具写实效果。祖辈与儿孙之间的
亲情，在中意两国艺术家的笔端缓缓流淌。

中国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无论中国或欧洲，人们都认为远游可以增长见
识，提升文化涵养。展览以齐白石的 《借山
图》 与 18 世纪意大利画家帕尼尼的 《古代罗
马》 为例，介绍这种贯穿于东西方的成长方
式。齐白石曾饱览祖国山河之美，结识了很多
文人名士，品鉴了石涛、八大山人、金农等历
代名家真迹，自此眼界大开。他将游历得来的
山水画稿重新誊绘，浓缩成一部 《借山图》。
而在16世纪晚期，欧洲兴起一股将年轻人送往
古典艺术和文化源头——意大利游历参观的风
潮，以此巩固各类古典教育的成果。“壮游”
之风由此诞生。为了保留“壮游”期间的记
忆，游历者往往在返乡前订购描绘意大利风景
的画作。这类作品不仅写实，更蕴含了人们对
古典历史的想象与赞美，以求在意大利风景中
寻得欧洲精神文明的根源，《古代罗马》 便是
其中的代表。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说过，“画如此，诗亦

然”。而中国宋代文豪苏轼曾以“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评价王维，“诗画同源”之说由此
大兴。可见早在千年之前，无论中西，诗与画
的造境就已不谋而合。展览关联了齐白石与意
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但丁，一方面呈现齐
白石深厚的诗文修养，另一方面展现意大利诗
歌艺术的魅力。齐白石与但丁相隔600年，身处
完全不同的国家与时代。二人皆爱诗、写诗，留
下了意趣隽永的诗篇。一位是中国的画者，一
位是意大利的诗人，他们的爱人之思与家国之
志，他们的智慧通达与人生寄语在展览中铺陈
叙写。

纵观历史长河，人类的智慧常常互有相
通。北京与米兰两地的展览，不仅让中意两国
观众看到了中国传统绘画之美，看到了中国文
化之韵，也看到了人类智慧之光。

万千丝缕的纤维编织在一起是
怎样的一种形态？且蕴含着怎样的
意义？在第四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
展上，十几个国家的 60 余名艺术
家和艺术团体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日前，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
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缓存在/
Being Theoria——第四届杭州纤维
艺术三年展”在浙江美术馆举行，
呈现出一个由近百件作品缔结而成
的广阔纤维世界。

展览现场，艺术家们从个人体
验与理解出发，表现出纤维艺术连
接、温暖、柔软、繁茂等多重意
蕴。安·汉密尔顿的新版 《线型》
缠绕不断；施慧的 《书非书》《一
千年以后》打通了地空通道；Raqs
媒体小组的 《贝塔尔/不规则韵
律》将增强现实“编”进真实；爱
丽丝·凯特通过合作参与创作的

《缝一棵树》 蕴含着人类与自然世
界的平衡；阿萨杜尔·马克洛夫的

《一边，一线，一空间》 穿梭于不
同时空与文化线索；康斯坦萨·皮
娅的 《奇谱：前西班牙时期电子
纺织计算机》 研究传统印加奇谱
上的符号及绳结系统与当前二进制
编码系统间的相似之处；伊万·罗
斯《风景》昭示了可见风景之下不
可见的网络世界；毕蓉蓉的《再编
码——纹样》试图重建内外部的关
联；黄燕的《俯仰之间》试图让思
维在“俯仰之间”无限伸展；周雯静
的《生产／符号》中亲手缝制的3米
宽 25 米长帆打动了很多观众……

“常规”不断被打破，纤维艺术
“编织”的大千世界让人惊叹。

“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在前沿
创新作品展示、大型展览策展布
展、跨国艺术家群体交流等层面影
响巨大。此外，该展正积极地改变
着大众对于纺织品的传统概念，表
达了纤维艺术想要跳出固有定义的
决心。”参展艺术家、曼彻斯特城
市大学艺术学院纺织艺术教授爱丽
丝·凯特说。

本届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总策
展人刘畑表示：“我们希望经由纤
维抵达艺术，以‘缓存在’为本次
展览的主题，是试图把艺术的存在
方式理解为一种‘缓存在’，不确
定、不明确、未定义的存在。”

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看
来，纤维艺术并不只是一个特殊的

艺术类型，它首先是一种方法，一
条道路。从自然界的奇妙构造中，
纤维艺术家们发掘出一种微观世界
的建构性，引申出一种对于物和物
质生成的独特理解。“纤维艺术的
根本在于编织，那是从一根线中演
化出整个世界的冲动和能量。对纤
维艺术的实践者来说，所有事物，
都是以其特定方式编织、缠绕、堆
积、链接、蔓生而成的形态建构。”

据悉，展览期间，《八卦、结
绳、书契——文明起源与纤维艺
术》《〈奥德赛〉 中的编织神话，
或佩涅洛佩的“兵法”》等系列讲
座从东西方文明源头讲起，对“纤维
之为世界观”这一议题展开了探讨。

2013 年，中国美术学院联合
浙江美术馆举办了“首届纤维艺术
三年展”，以见证人类文明的“织物”
为主角进行艺术探索，向传统手工
艺表达敬意，并探索当下新媒体、
新观念、新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多样
化艺术表现形式。如今，“杭州纤
维艺术三年展”已成为中国乃至国
际纤维艺术领域的重要品牌。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河北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璞心逐梦——
韩玉臣油画写生作品展”在北京与观众
见面。展览分为“梦想萌发与艰难自
学”“浓郁深切的太行情结”“倾心描绘
多民族风貌”3 个部分，展出韩玉臣油
画写生作品 80 余件，呈现了艺术家 50
年来的写生之路。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教授，韩玉臣
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通过画笔记录他
身边人的日常生活形象。从 70 年代中
期的太行农民，到 80 年代烫起卷发的
青年女性，再到新世纪开始走向小康生
活的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牧民、茶农
和歌手，这些形象的捕捉，以平凡人的
生活相貌折射出一个国家50余年的历史
巨变。

这或许就是写生的意义。50 年来，
韩玉臣的写生足迹遍及西藏、内蒙古、
新疆、云南、贵州、湖南等地。他在与
当地老百姓的沟通中，了解到不同民族
的风俗习惯、性格特点，同时感知了他
们纯朴率真的精神世界。这种感知转化
为他笔下的人物与风景，让人感受到一
种真切与朴实。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
本次展览策展人尚辉认为，韩玉臣坚持
油画写生的意义，还在于对绘画艺术本
质的回归，因为只有通过眼睛的观察以

及眼与手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相应机制，
才能真正在画面上建立属于自己的造型
形象，所有的艺术再现都在本质上区别
了凸透镜成像的再现，而这也是绘画的
趣味与意义。

由中国美术馆、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主
办的“云梦之境——陆永安艺术展”日前在京举
行。展览共展出画家自2014年以来创作的油画
作品32幅，显示了其日臻成熟完善的艺术语言。

陆永安是当代用油画技法表现中国画传
统，并体现中西方文化传承交流的代表人物之
一。他 1951 年生于上海，年少即师从颜文樑、
刘海粟、林风眠等名师大家，1981 年赴法留
学。经林风眠推荐跟随赵无极学习绘画，并担
任其助手 7年，深得赵无极艺术精髓真传。为
潜心研习，成名后的陆永安曾选择度过了一段
长达20余年的隐退生活。2012年，怀揣着对古
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视觉审美研究的积
累，他重返画坛，以一系列作品打通了中西绘
画艺术，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

本次展览分为“梦之余”“时空”“遐想”
“致敬”4个篇章，展示了陆永安在融合中西艺

术审美方面的实践。其中“致敬”篇章，汇聚
了多幅艺术家以油画手法表现心中东西方艺术
大师绘画意境的作品，比如 《从董源到塞
尚》。“作为宋代三大家，董源、李成和范宽是
宋代中国山水画的鼻祖；而在西方，塞尚是现
代绘画的开创者，他教会我们如何去看色
彩。”陆永安说。循着这一线索，观众还可以
看到《向董源致敬》《向范宽致敬》《向李成致
敬》3幅作品以及《向塞尚致敬》《向马蒂斯致
敬》《向莫奈致敬》 与 《向梵高致敬》 系列作
品。“我想让人们看到我们宋人的思想和意
象，是可以在色彩方面与当代绘画艺术进行很
好链接的。这是此次展览一个很重要的表
达。”陆永安说。

展览采用了数字交互场景与油画作品展示
相结合的方式，让观众沉浸式体验绘画艺术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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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油画技法表现中国画传统
高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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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山图之十 （灞桥风雪）（中国画） 齐白石

上学图 （中国画） 齐白石

老者与他的孙儿
多梅尼科·吉兰达约（意大利）

齐白石是一位传奇的艺术家，不
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海
外也备受推崇和敬重。20世纪20年
代，齐白石的作品在日本受到追捧；
30 年代，其声名远播欧洲；50 年
代，其画作常常作为国礼赠予各国首
脑。齐白石还被授予“人民艺术家”
称号，荣获“国际和平奖金”，名扬
海内外。

2022“中国意大利文化和旅游
年”之际，由北京画院基于不同视角
推出的“满园青青百草同——齐白石
的跨时空对话之一”与“不喜平庸——
齐白石的艺术世界”两场展览分别在
中国北京、意大利米兰同期举行。两
地展览遥相呼应，不仅展现了齐白石
艺术的天然之趣，也让两国观众在笔
墨意涵中感受到中意两国文化艺术的
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