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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深以树壮，花繁繁而浮香。

日前，在 180 多年前美国石油大

王洛克菲勒出生的小屋遗存木板上，

旅美艺术家曹俊受其家族委托创作的

中国画 《根》，被美国费尔菲尔德大

学收藏。“曹俊作品透出的古典与现

代气息令人着迷。”洛克菲勒家族第

五代传人史蒂文说，“我喜欢中国文

化，与曹俊的交往合作，更让我亲近

中国文化。”

旅 居 海 外 多 年 的 曹 俊 ， 被 视 为

“中国画坛创新派代表之一”。他的作

品受到美国学术界重点研究，名字也

被西方艺术品公司用以命名一种水彩

颜料。他探索创作“新宋式”中国

画，让世人看到中西艺术交融的精彩

绽放。

探索中国传统艺术的国

际表达

曹俊的艺术能被西方主流文化接

受并产生影响力，在于他从中国文

化、国际表达、人类主题 3 个维度，

打造了一个撬动中国画走向世界的

“支点”。这与他的个人努力、时代际

遇和艺术积累都不无关系。

1966 年 ， 曹 俊 出 生 在 鱼 米 之 乡

的 江 苏 泰 州 ， 36 岁 时 旅 居 新 西 兰 ，

10 年后移居纽约，现为纽约纳苏郡

艺术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席、美

国东开普敦国际艺术博览会组委会委

员。受益于东风西雨的艺术浸润和多

元丰富的人生经历，他广开思路，广

泛借鉴，在艺术创作上走出一条独特

的路。他的“空间系列”作品获法国

巴黎卢浮宫国际美术大展金奖，泼彩

作品 《荷语凝香》 被新西兰国会永久

收藏。

曹俊表示，中国艺术是从笔墨出

发的，讲究计白当黑、以物达志的美

学思辨，讲究笔墨、线条等表现形

式，这些特点不仅曾给莫奈、毕加

索、马蒂斯等影响深远的艺术家以灵

感 ， 也 对 今 天 的 西 方 艺 术 家 有 所

启迪。

美 国 波 士 顿 学 院 哲 学 系 教 授 约

翰·萨利斯认为，曹俊参观过世界许

多著名博物馆，对亚洲艺术与西方艺

术的差异了然于胸。他受到拉丁文

化、意大利歌剧等多元文化熏陶，喜

欢壮游天下，足迹远至南极、北极，

视野和思路更加开阔。他还学会在显

微镜下分析颜料矿物质，用遥感技术

观察地貌，令他观察与表现事物的视

角和方法有所不同。

这些因素都涵养了曹俊的艺术风

格。他在中国绘画的基础上，大量采

用西方绘画艺术形式和色彩技巧，大

胆探索中国传统艺术的国际表达。如

其新作 《我欲乘风归去》 中，一只鹭

鸶振翅飞去，下面绚烂的泼墨花卉与

上方大面积留白，将画面一分为二，

鹭 鸶 一 “ 点 ” 巧 悬 空 中 ， 莲 茎 为

“ 线 ”， 红 荷 为 “ 点 ”， 西 方 构 图 学

点、线、面的灵动运用，与宋画“有

无之间”的诗性传达交织交融，中

国传统艺术与当代审美意趣有机结

合，美丽而时尚地讲述了一个中国

故事。

曹俊把这种创新表达称为“新宋

式”。“在许多西方艺术史论家眼里，

中国宋代绘画是世界艺术的高峰，它

对日本浮世绘和西方现代艺术流派都

有深远影响。”曹俊表示，艺术是活

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影响

力。今天，我们在反思传统与借鉴他

山之玉中探索创新，用西方人熟悉的

绘画语言诠释中华文化的精髓，表现

为符合当代审美趣味的艺术，让斯文

优雅的“宋画”在与时俱进中容光焕

发，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美。

受到美国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

当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社会焦虑

弥漫美国街头，一本新出版的英文画

集 《自然之歌》 悄然流行。画中那些

让人抬眼望去就灵魂澄净的星辰大

海，那些被审美的汁液所浸泡又为理

想的光环所笼罩的飞鸟山泉，唤醒人

们内心深处的桃花源，给人以困顿中

浪漫的精神寄托和审美享受。而解读

曹俊作品的画册作者，就是约翰·萨

利斯。

“曹俊用美来净化人们的心灵。

他对中国画美学风范的现代表达，深

深打动西方观众。”萨利斯是现象学

专家，也是少数对中国画，尤其是宋

代山水画有着深入研究的美国学者。

2015 年，他在一个展览中看到曹俊

的作品后激动心弦，在波士顿学院成

立了“曹俊的绘画语言”课题组，陆

续推出 《哲学架构内的曹俊艺术研

究》 等专著，并将研究成果纳入教学

内容。

2018 年 立 春 这 一 天 ， 波 士 顿 学

院麦克马伦艺术博物馆为曹俊举办的

画展 《大自然的赞美诗》 拉开帷幕。

64 件工笔、写意、水墨、泼彩、瓷

器画、书法等系列作品组合，流动着

东方文化气韵，焕发着现代艺术风

采。120 天的展期中，各界观展专场

和各类研讨会气氛热烈。

馆长南希表示，曹俊艺术涉猎广

泛，从花鸟风月到狮虎走兽再到山川

宇宙，都极具象征意义，呈现了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兼容的艺术风

貌。“曹俊的绘画，用崭新的语言向

世界清晰地讲述着中国传统文化里的

故事。”美国西雅图大学教授杰森·沃

斯坦言。“他用画笔描绘出了中国人

心目中多彩的梦幻奇景。”埃及开罗

美国大学教授玛丽娜·马伦说。

萨利斯说，曹俊喜欢用画笔讲述

中国故事，也善于表达世界性话题。

他的许多作品，包括 《高山流水》 泼

彩山水系列、《寻梦空间》 抽象宇宙

系列，都是站在人类的高度观照人与

自然的关系，观照人的生存状态和生

命感受。这种开放的艺术哲学视角使

他的作品更容易参与全球对话。近年

来，在冰岛、荷兰召开的欧洲比较与

大陆哲学 （CCPC） 国际年会上，曹

俊作为唯一的受邀艺术家交流绘画语

言，表达现代东方人对于宇宙人生的

终极思考。

搭建沟通心灵的文化艺

术桥梁

海潮翻涌掀起的蓝色巨浪撞击出

V 形构图，气势奔放；波澜翻滚卷起

的白色浪花闪耀着青金石的光芒，浪

漫瑰丽。

2020 年 盛 夏 ， 在 纽 约 一 个 以 蓝

色为主题、汇聚了东西方艺术大师作

品的 《蓝色交响乐》 美术展上，曹俊

的三联画 《潮》 赫然夺目，令到场观

众心潮澎湃，被誉为“蓝色交响乐”

的高潮乐章，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曹俊酷爱蓝色，喜用青金石水彩

创作泼彩画，这种别致的蓝色吸引了

业界的目光。 2019 年底，加拿大洛

克威尔艺术用品有限公司在世界范围

内选择 12 位优秀艺术家，推出以他

们名字命名的 12 款水彩颜料，青金

石水彩由此被冠名“曹俊蓝”。

生机勃勃且充满音乐感的“曹俊

蓝”泼彩泼墨画，受到国际收藏界的

关注。与中国结缘深厚的美国洛克菲

勒家族第五代传人史蒂文爱好摄影，

喜欢中国书法，是曹俊作品在美国的

重要收藏者。

一隅僻静，一岸风水。曹俊的纽

约长岛住所，时常出现史蒂文夫妇的

身影。他们来取要收藏的画，并赠送

史蒂文的摄影作品 《洛克菲勒公园》

及 一 些 家 族 老 物 件 等 ， 以 “ 艺 ”

会友。

“我喜欢曹俊笔下的气势磅礴和

诗情画意。”史蒂文请曹俊为自己的

摄影作品题款，曹俊携手史蒂文将

动态摄影与中国画写意结合，探索

新媒体艺术创新。他们把史蒂文夫

妇在巴厘岛拍摄的海浪视频，与曹

俊的泼彩山水画结合，创作的影像

装置艺术作品 《我们从哪里来》 作

为曹俊画展的一部分在麦克马伦艺

术 博 物 馆 展 出 。 海 浪 与 音 乐 合 奏 ，

影 像 共 绘 画 起 舞 ， 一 个 多 姿 多 彩 、

令人心驰神往的世界跃然眼前，让

人仿若置身其中，不仅引起观众的

强烈兴趣和情感共鸣，更激发了史

蒂文走进中国文化的热情。

“万里故乡梦，拳拳赤子心。”曹

俊这位多年在海外致力于中国画创新

的艺术家，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和

深深的文化自觉，热心推动中美民间

文化交流互鉴。他近期正在与上海迪

士尼乐园艺术团队合作，开发沉浸式

艺术展览和大型公共绘画艺术，将自

己的创新实践向国内推广，推动文化

艺术成为人心相通的桥梁。

让
世
界
看
到
中
国
的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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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把流经里昂的罗纳河比喻

成父亲河，索恩河比喻为母亲河，位

于 交 汇 处 的 里 昂 是 它 们 孕 育 的 结 晶 。

这座地处法国中南部、拥有 2000 多年

历史的城市有很多标签：法国“丝绸

之都”、《小王子》 作者安托万·德·圣

埃克苏佩里的故乡、世界上第一部电

影的诞生地……

回顾历史，里昂是古代丝绸之路

沿 线 的 重 要 城 市 ， 与 中 国 渊 源 深 厚 。

这座城市在建筑里铭刻历史，在日常

中呈现艺术。人们在老剧场和教堂里

重温古罗马时代的文化，在粉红色的

老城中感受文艺复兴的浪漫。纺织机

器嘎吱运转，拨动岁月琴弦，穿过狭

窄小巷传入耳中，人们在旧时光中瞥

见这座城市丰富又生动的模样。

深刻的丝绸印记

古老又鲜活，是里昂给人的第一

印象。登上城西的富维耶山顶俯瞰这

座城市，老城区紧密排列的红色屋顶

格外显眼，因此，人们总爱说里昂拥

有一颗“粉红心脏”。高楼林立的新城

区坐落在外围，极目远眺，阿尔卑斯

山脉在天际线若隐若现。

漫步里昂老城，不时能偶遇和丝绸

有关的遗迹。石板路两边，红褐色的墙

壁彼此相连，仿佛凝固了旧时光。老城

里 保 留 着 许 多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的 建 筑 ，

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

遗产名录》。而深藏在这些老建筑里的

“秘密小巷”，则见证了丝绸纺织业在里

昂的兴起和繁荣，也刻印着里昂社会历

史变迁和地方文化特色。

在位于拉沙里泰街 34 号的里昂纺

织博物馆里，人们可以详细了解这段

历史。里昂是古代丝绸之路在西方的

重要节点，也是中国丝绸产品在欧洲

的集散中心。1536 年，里昂设立了第

一个丝绸纺织作坊，丝绸工业此后迅

速发展，得到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大

力支持。16 世纪末，里昂的丝绸纺织

工人数量已有 1 万多人。在 17 和 18 世

纪，里昂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丝绸产地

之一。19 世纪，丝绸成为城市经济财

富的基础，占里昂工业比重的 3/4。

随着纺织业兴起，连通不同街道

的“秘密小巷”专门用来运送当时还

是 贵 重 物 品 的 丝 织 品 ， 以 免 日 晒 雨

淋。据统计，里昂老城有 300 多条“秘

密小巷”，连通了 200 多条街道，总长

约 50 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里

曾 经 是 法 国 抵 抗 运 动 的 据 点 。 如 今 ，

小巷中的民居依然有人居住，这座古

老 的 城 市 也 因 四 通 八 达 的 “ 秘 密 小

巷”而增添无穷趣味。

在里昂纺织博物馆展厅内，一架

绘有中国古代人物的木质机器引人注

目，这是由里昂人在本地生产的用以

干燥丝线的机器，机身上绘制的却是

中国人物和生活场景。除此之外，博

物馆里有多件藏品都讲述着里昂与中

国 由 来 已 久 的 交 往 。 几 个 世 纪 以 来 ，

丝绸始终在中法两国文化、贸易交往

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019 年 11
月，里昂纺织博物馆与中国丝绸博物

馆 签 署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 以 丝 绸 为 纽

带 ， 更 紧 密 地 开 展 展 览 、 人 员 交 流 、

纺织品修复鉴定及研究等领域的国际

合作。

浓厚的文化底蕴

在里昂老城，很少见到匆忙拥挤的

人流，人们或坐在露天餐馆沐浴阳光品

尝美食，或悠然穿梭在小巷，欣赏着角

角落落里的文化和艺术，惬意又自在。

在索恩河畔，有一面著名的壁画墙，面

积约 800 平方米、高达 7 层楼，墙上画

有 30 位里昂名人和他们的故事，彰显

出这座老城厚重的文化底蕴。

在这面壁画墙上，跨越近 2000 年

历 史 的 里 昂 名 人 被 刻 画 得 惟 妙 惟 肖 ，

立体感十足，虚实之间常常让人产生

“穿越”之感。壁画中，正站在餐馆门

口迎接顾客的是法式料理厨神保罗·博

古斯，身穿教袍经过餐馆的是法国慈

善家皮埃尔神父，站在阳台上手拿书

本的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安德烈—马

里·安培，深受喜爱的童话 《小王子》

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则头戴飞行帽注视

远方，期待着下一次飞翔，他旁边站

着小王子和他独一无二的玫瑰。其中

最易辨认的当属电影的发明者卢米埃

尔兄弟了，并肩站立的两兄弟正在播

放他们拍摄的黑白无声影片。

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诞生于里

昂，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这里拍摄

了第一部影片 《工厂大门》，并在巴黎

公映。在世纪之交，电影艺术来到世人

面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想象和呈

现世界的方式。如今，卢米埃尔兄弟在

里昂的故居已被开辟为纪念馆，所在大

街也被命名为“第一部电影街”。

丰富的地理和历史因素，让里昂

一直拥有旺盛的创造力和包容性，历

史上曾被称作“发明之城”。早在 19 世

纪初，里昂丝织匠贾卡就改进发明了

能完成全部编织动作的提花织机，工

作效率提高了 5 倍。 1829 年，里昂人

蒂莫尼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成批制造

的缝纫机，缝制速度比手工缝制提高

了十几倍，极大提升了生产力。19 世

纪 末 ， 各 种 思 想 交 汇 、 艺 术 火 花 碰

撞，里昂发明创新和工业生产氛围浓

厚 ， 卢 米 埃 尔 兄 弟 身 处 这 样 的 环 境 ，

发 明 了 用 于 电 影 摄 影 及 放 映 的 机 器 ，

为后来的电影制作和放映提供了最早

的机械基础。

时移世易，里昂这座老城更加色

彩斑斓、活力四射。如今的里昂仍是

法国的创新之都，在生命科学、数字

技术、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颇具竞争

力。壁画创作也被纳入里昂建筑的整

体设计规划之中，很多由当地艺

术专业的学生绘制。丰富多彩的

壁画令人目不暇接，不仅让当地人更

惬意地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也给探访

里昂的游客带来无数惊喜。

延续的丝路情缘

来里昂留学交流的中国学生，很

容易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不仅

因为这里与中国因丝绸结下的深厚情

缘，更因为当地与中国日益紧密和丰

富 的 交 流 往 来 。 里 昂 积 极 响 应 共 建

“一带一路”倡议，中法在多个领域的

合作交往为这座老城注入新色彩。

在里昂市区西南部的丘陵上，一

座斑驳石门见证着百年岁月。石门上

用中法双语镌刻的“中法大学”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这里便是里昂中法大

学旧址。创建于 1921 年的这所大学是

中国近代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大学

类机构，到 1946 年共招收 473 名中国

留学生。

为更好纪念与传承中法友好交往精

神，2014年在里昂中法大学旧址上又建

立起里昂新中法大学，搭建起里昂与中

国之间文化、经济、高等教育交往的新

平台。在经过翻新改造的中法大学旧址

里，建起了里昂中法大学历史博物馆，

成为法国民众及各国参观者了解中国文

化的窗口。如今，里昂每年平均接待

5000 余名中国留学生。新一代的年轻

人，正沿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搭起

的新桥梁，努力追寻前辈的脚步，续写

中法友谊新篇章。

2016 年 4 月，中国首条直达里昂

的中欧班列正式开通运营，这也是中

国 首 个 以 法 国 为 终 点 站 的 中 欧 班 列 ，

开 启 里 昂 与 中 国 经 贸 往 来 的 新 阶 段 。

从前，古丝绸之路上行走的是驮着丝

绸 和 瓷 器 的 商 队 、 装 满 茶 叶 的 商 船 ，

如今，满载货物的“钢铁驼队”正呼

啸穿梭。里昂，这个曾经的古丝绸之

路沿线的重要城市正通过中欧班列这

一“万里纽带”，增进与中国的贸易往

来和人文交流。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

下，里昂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越来越多。截至 2019 年底，中国

投资占里昂所在的罗纳—阿尔卑斯大

区 直 接 外 来 投 资 的 8% ， 已 有 中 国 银

行 、 华 为 等 20 多 家 中 资 企 业 进 驻 里

昂 ， 未 来 中 法 双 方 还 将 在 生 物 医 药 、

智能电网等领域展开合作。这座与丝

绸之路有着不解之缘的老城，是中法

交 流 合 作 的 历 史 与 现 实 “ 汇 流 ” 之

地，也是促进新时期两国友好交往的

未来之城。人们期待，通过共建“一

带一路”，中法两国间友好合作将奔向

更加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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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这样评价拉丁

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

用她那慈母般的手为我们酿造了饮料，

使我们尝到了泥土的芬芳，使我们的心

灵不再感到饥渴。这是来自艾尔基山谷

的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心田里的泉水，

它的源头永远不会枯竭。”她是智利著名

的诗人、教育家、外交家卡夫列拉·米斯

特拉尔，她荣获诺奖让世人把目光投向

神秘的拉丁美洲。

诗人原名露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

加，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是她的笔名，

这个笔名由法国诗人费雷德里克·米斯

特拉尔的姓与意大利诗人卡夫列尔·邓

南遮的名变化组合而成。1889 年，米斯

特拉尔出生于智利的一个小山村，年幼

时父亲便抛弃家庭远走。由于家境贫

困，她未能接受系统教育，但她好学上

进，从少女时期就开始在小学任教，教育

也成为她一生热爱的事业。

诗人在大山中长大，对童年生活过

的地方怀有深厚的感情，她曾说：“我从

3 岁到 11 岁住在蒙特格兰德，那段时间

以及和坎特拉的那位女教师在一起的那

些时候铸造了我的灵魂。”尽管米斯特拉

尔幼年时期缺少父爱，青年时期爱情受

挫，但她从未放弃对爱的信念，诗人作品

的主题有爱情、有亲情，有对孩子的热

爱，也有对普通民众的关爱。

米斯特拉尔的诗歌感情浓烈，极富

感染力，墨西哥评论家阿方索·雷耶斯评

价道：“卡夫列拉是美洲思想与感情的最

高标志。”1906 年，年轻的诗人认识了一

名铁路工人并坠入爱河，却被人横刀夺

爱。1909 年，这名铁路工人为了维护体

面而自杀。爱人的离世令她绝望、悔恨，

正如她在成名作《死亡的十四行诗》里所

写的那样：“待到我被埋得严严实实，我

们就可以絮絮细语，直到永远！”这组诗

被收入诗集《绝望》，诗集于 1922 年在纽

约出版，传递出诗人“在那时刻我自己发

自内心最深处的声音”，这声音也引发读

者的强烈共鸣。《绝望》虽收纳了关于爱

情悲剧的诗作，但诗人已经表现出超越

个人“小爱”的高尚情感。例如，歌颂一

名独立坚强、甘于奉献的女教师的诗歌

《圣栎树》：“你庇护了这么多雀巢/这么

多欢唱/你献出满腔热忱，提供了帮助和

爱情”；还有对书籍的热爱：“书，架上默

默无言的书，沉寂而充满生气，宁静而热

情洋溢；书抚慰人民心灵，像天鹅绒那般

温存，自己多么悲哀，却给我们欢欣。”

诗人一生未婚，没有自己的孩子，却

对儿童倾注了满腔真情。米斯特拉尔把

深切的母爱奉献给更多的孩子，童心令

她从年轻时的痛苦中走出来。在遭遇了

失败的爱情之后，诗人将个人的“小爱”

转化为母爱，转化为对女性、儿童和普通

民众的大爱，转化为对自然的热爱。“她

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

字成了整个拉丁美洲理想的象征。”这也

正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

“我越是听儿童们的说话，越是对自

己不满，感到窘迫，甚至些许焦急。”诗人

对儿童怀着博大的爱，用心研究儿童语

言，“在生活中一直采撷儿童的语言”，一

直 探 寻“ 儿 童 语 言 的 晶 莹 而 深 邃 的 奥

秘”。当时拉丁美洲大多沿用西班牙传

来的摇篮曲，诗人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希

望拉丁美洲的摇篮曲具有自己的特点。

1924 年，《柔情》一书在西班牙马德里出

版，这部诗集的诗作格调清新、语言朴

实，诗人对孩子温柔的爱通过一首首童

谣和摇篮曲汩汩流出。米斯特拉尔创作

的儿歌朗朗上口，在拉丁美洲广为传诵，

比如“龙达”系列组诗：“我小小的羊羔/
多温柔多美妙/你安乐的居所/便在我的

怀抱”。

1922 年，米斯特拉尔离开祖国，先

后在墨西哥、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巴西

等多个国家从事教育和外交工作。在这

广阔的世界里，她的诗作主题更加丰富，

诗人的爱进一步升华，这在 1938 年出版

的诗集《塔拉》和 1954 年出版的诗集《葡

萄压榨机》中充分体现。两部作品取材

广泛，饱含诗人对大自然的歌颂与热爱，

对印第安人等普通大众的关爱与尊敬，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地的受难者尤

其是儿童的深切同情。例如，《工人的

手》一诗歌颂辛勤的劳动者：“它将土块

一一揉搓/它翻动沉重的石头/它勒紧大

车的绳索/它将棉絮纺成线球/这一双被

人 轻 视 的 手 掌/却 受 奇 妙 的 大 地 所 称

扬。”诗作《智利的土地》则表达了诗人对

祖国的热爱：“这片土地上的果园郁郁葱

葱/麦田扬起金黄的波浪/一串串葡萄红

得像宝石/她在脚下多么温柔”。

值得一提的是，智利先后出现的两

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是诗人，他们

是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虽然两人诗作

风格不同，但米斯特拉尔对聂鲁达的诗

歌创作之路影响巨大。米斯特拉尔成名

后曾在聂鲁达所在的高中任教，当时聂

鲁达的父亲反对他写诗，是米斯特拉尔

给予他指导与鼓励，帮助他走上写诗之

路。而他的笔名巴勃鲁·聂鲁达与米斯

特拉尔的笔名类似，都是取自他喜爱的

诗人姓名。聂鲁达本人在回忆录里这样

怀念米斯特拉尔：“她爽朗地开怀大笑时

露出洁白的牙齿，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

……我见到她的次数很少，但每次她都

拿出几本书送我”“谁都不会忘记你赞美

智利的山楂树和白雪的歌。你是智利女

性。你属于人民。谁都不会忘记你描述

我国儿童赤裸的脚的诗行”。米斯特拉

尔是优秀的诗人，也是杰出的女性，她留

给读者的有感情丰沛的诗歌，更有爱、温

暖和光明的希望。

左上图为《柔情》中文版。资料图片

书写爱的升华
赵 芳

图①：学生们从里昂中法大学校门走出。

图②：里昂罗纳河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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