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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块 块 质 地 细 密 的 白 色 棉 布

上，已画好印度尼西亚爪哇传统纹

案线稿，黄铜内胆电热锅里的蜂蜡

欢快地冒着气泡，大肚尖嘴铜画笔

也准备就绪，制作印尼传统蜡染巴

迪克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是一

次 别 开 生 面 的 跨 国 “ 巴 迪 克 工 作

坊”活动：来自中国、俄罗斯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师生通过视频

连线的方式，与印尼日惹主会场的

青年一同制作巴迪克。跨越空间阻

隔的青年们和点染着真挚祝福的巴

迪克作品一起，将“2021 印尼日惹

国 际 巴 迪 克 双 年 展 ” 活 动 推 向

高潮。

蜡 染 ： 传 统 艺
术的世界之路

巴 迪 克 是 印 尼 的 传 统 蜡 染 技

艺。“batik”一词源自爪哇语“am⁃
ba”（宽布） 和“titik”（点） ——意

指在宽幅的织物上点染图案，如今

也泛指由这种工艺染成的花布或由

其制成的服饰。 2009 年 10 月 2 日，

巴迪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

个日子随后被印尼政府定为“国家

巴迪克日”，以彰显其保护人类文化

遗产、振兴民族传统艺术的决心。

于是，除了“千岛之国”的美誉，

印尼又增添了“蜡染工艺大国”的

美称。

如果你有机会走进日惹的某家

手工蜡染作坊，便可亲自体验如何制

作手工巴迪克：用蜡油滴覆线稿正反

两面，覆盖所有手绘线条，蜡液干透

后清洗一次，再浸入染料池中着色，

晾干后用热水煮去布上的蜡，再次晾

干后就制成最简单的巴迪克了。这

时，原本被蜡盖住的地方依然保留了

白布的本色，其他部分则吸满了染料

的 颜 色 ，靛 蓝 、黄 色 和 褐 色 最 为 常

见。如果需要在一匹巴迪克上呈现

多种颜色，则需要多次重复前面的工

序，这一过程堪称繁复，熟手工匠要

完成一件手绘巴迪克，有时需要 10
天甚至更久时间。

巴 迪 克 拥 有 悠 久 的 历 史 ： 公

元 5 世 纪 达 鲁 玛 纳 卡 拉 王 国 时 期 ，

当 地 人 用 染 料 制 作 的 服 装 被 认 为

是 巴 迪 克 的 雏 形 ， 而 绘 制 、 穿 着

巴 迪 克 起 初 则 是 爪 哇 皇 室 和 贵 族

家 庭 的 传 统 。 后 来 蜡 染 工 艺 逐 渐

流 入 民 间 ， 14 世 纪 的 《爪 哇 史

颂》 和 17 世 纪 的 《列 王 传》 均 提

及 巴 迪 克 在 爪 哇 广 为 人 知 。 尽 管

巴 迪 克 的 发 展 深 受 爪 哇 文 化 影

响 ， 其 发 展 却 并 不 局 限 于 此 一

地 。 自 古 以 来 ， 巴 迪 克 便 在 马 来

群 岛 地 区 广 为 流 传 ， 人 们 很 早 就

有 意 识 地 通 过 贸 易 活 动 引 入 产 自

印度的优质织物以提升蜡染质量。

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

审 专 家 团 对 巴 迪 克 进 行 了 长 达 数

月、足迹遍布印尼全国的考察，发

现这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蜡染技艺在

当代印尼社会依然广泛传承，保持

着与传统仪式的重要联系，与人民

生活高度相关，技术水平高超，且

与现代产业结合紧密。而巴迪克在

口头传统的继承、传统习俗的延续

和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三方面，更集

中体现了非物质文化的宝贵价值，

对印尼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起到关

键性作用。

纹 案 ： 人 生 哲
学与文化意涵

巴 迪 克 的 制 造 工 艺 一 般 分 为

手 绘 和 机 器 印 染 两 类 ， 几 乎 每 种

纹 案 都 具 象 征 意 义 ， 背 后 蕴 含 着

丰 富 多 元 的 印 尼 民 族 文 化 。 关 于

纹 案 的 数 量 众 说 纷 纭 ， 万 隆 一 家

研 究 所 经 过 研 究 调 查 ， 提 供 了 可

能 的 答 案 ： 印 尼 全 国 有 超 过 5800
种巴迪克纹案。

巴迪克的纹案千变万化，历经

岁月洗礼，在民俗仪式中承担着重

要作用：婴儿出生后，母亲会用一

块巴迪克背巾将其背在身上；当孩

子的小脚第一次踏上土地，会踩在

洁净的巴迪克上，寓意人生平顺；

举办传统婚礼时，新娘新郎的礼服

必定包含巴迪克元素，婚庆纹案寓

意幸福美满；参加正式活动，巴迪

克的纹案和质地须尽可能庄重典雅

……可以说，巴迪克陪伴了普通印

尼人的一生。

巴迪克风格各异的纹案和主题

融入了丰富的本地文化元素，有的

源于印尼传统歌舞，有的源自神话

传说，每一笔都蕴含深刻的人生哲

学，是印尼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

也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下涌动着不

竭生命力的宝贵文化遗产。

时 尚 ： 展 现 与
时俱进的巧思

“申遗”成功后，巴迪克日益成

为印尼人的衣着时尚。巴迪克连锁

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式巴迪克

服饰不断推出，融入巴迪克元素的

鞋包配饰和手工艺品受到国内外消

费者的青睐，展现印尼设计师继承

传统的初心和与时俱进的巧思。无

论是颜色的选取、成本的控制，还

是新纹样、新款式的增加，从业者

都精心考量、大胆尝试，并通过巴

迪克嘉年华、巴迪克展览等活动向

青年一代普及相关知识。

在印尼的国家庆典、大型国事

活动中，巴迪克经常承载着重要的

文化功能。印尼政府承办国际会议

时，常为出席会议的各国领导人量

身制作巴迪克，并将巴迪克制成的

手工艺品作为会议礼物，赠送给参

会人员和媒体。在政府的不懈推广

下，当地人也以穿巴迪克为荣。每

周五，人们不再穿着西装制服出勤

求 学 ， 而 是 改 穿 色 彩 明 艳 的 巴 迪

克，这在凝聚民心、构筑认同感方

面起到催化作用。在印尼工作、学

习 的 外 国 人 士 都 会 购 置 几 件 巴 迪

克，用于出席正式活动时穿着，往

往能迅速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

现代印染技术无疑加快了巴迪

克走进“寻常百姓家”的脚步，也

不可避免地给传统手工巴迪克带来

冲击。印尼从业者们普遍认为，传

统手工巴迪克文化价值高，机器印

制的巴迪克普及范围广，巴迪克想

要在时代变化中存续下去，应将保

护 、 创 新 与 推 广 融 为 一 体 。 近 年

来，印尼各地逐步将巴迪克行业的

发展与本地区的减贫实践相结合：

推 进 技 术 人 才 培 养 ， 定 期 举 办 比

赛、展会和公益讲座，提升从业者

综合素质；通过助力中小企业，推

动巴迪克行业新增就业岗位等。印

尼以“文化扶贫”的方式解决贫困

人口就业，做出了积极尝试，也为

巴迪克这门传统技艺注入了新的发

展力量。

巴迪克繁复的工艺与千变万化

的 纹 案 中 浸 染 着 人 与 自 然 、 人 与

人，以及人对物的情感，是印尼民

族精神的寄托。一件巴迪克服饰，

是 穿 着 者 与 当 地 文 化 最 直 接 的 接

触，它在印尼人心中划出了存放情

感与认同的空间，也因此成为印尼

的文化名片，在传承与发扬中走向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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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棕榈室的玻璃门，一股闷热的

湿气扑面而来，眼前一片浓绿，大而舒

展的叶片层层叠叠，热闹且欣欣然。光

线均匀通透，仰起脖子也看不到光的来

源，要拾级而上，这座建造于 19 世纪中

叶的玻璃穹顶才从熙熙攘攘的树冠中浮

现出来——各种植物组成的一方热带雨

林生机盎然。

棕榈室是邱园最有名的温室，而邱

园是英国最有名的植物园之一。这座皇

家植物园坐落在英国伦敦西南郊泰晤士

河畔，占地 132 公顷，2003 年被列入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如 此 大 规 模 的 园 子

里，活体植物数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约 有 5 万 种 ， 占 已 知 植 物 总 数 的 1/7。

英国人热爱园艺，邱园是英国园艺发展

的集大成者，有水生花园、树木园、杜

鹃园、竹园、玫瑰园、草园、柏园等 26
个专业园，还有与植物学科密切相关的

教育研究机构，另有 40 座有历史价值的

古建筑物，供游人探幽怀古。

邱园的花木风景美好动人。春末夏

初，站在园中放眼望去，高高低低的树

木 犹 如 一 场 自 然 的 交 响 乐 ， 红 杉 、 橡

树、刺槐、雪松、银杏……有的直插云

霄，有的树冠形大如盖，还有的把花枝

友好地伸向游人，引得孩子们都想伸出

手 摸 一 摸 。 深 深 浅 浅 的 绿 色 中 ， 一 簇

白，一簇粉，花枝摇曳。“在那棵李树

下，盛开着风信子和番红花，还有杏树

上含苞欲放的花蕾。走到那棵李树下，

我们就会联想到球茎，毛茸茸的、红色

的球茎，10 月的时候插入大地，眼下已

开花结果。”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

夫笔下的邱园花团锦簇，次第花开。

想看身处高山的植物，可以去高山

植物屋。植物屋温室远看如同一个大扇

贝 ， 这 种 结 构 既 保 证 了 温 室 里 空 气 流

通，又保护植物免受夏日骄阳炙烤。这

里有风铃草、石竹、小薰衣草、报春花

等，参差营造出高山小气候中的风景。

睡莲馆在夏天很有人气，硕大的王莲叶

子如大盘飘在水上，一个孩子坐上去也

不会沉，旁边的睡莲袅袅开放，小小的

温室里一片静谧。

露天的地方大都是绿油油的草毯和

花 园 。 天 气 晴 好 的 日 子 ， 人 们 阖 家 出

游，孩子们在草地上翻着跟头，鸟儿在

树梢啁啾鸣叫，加拿大鹅夫妇也带着一

群孩子摇摇摆摆从旁经过，松鼠在树梢

间跳跃，水鸟慢悠悠划过水面。沿路而

行，爬上邱园 18 米高的树冠走廊，整园

绿色尽入眼底，树上的鹦鹉、喜鹊、知

更 鸟 和 远 处 大 大 小 小 的 白 色 温 室 相 映

成趣。

更有意趣的是邱园的东方印记。棕

榈园门口不远，盘踞着中国石狮子；向

西南方向远眺，一座中式宝塔掩映在葱

茏的绿树之中。邱园建造于 1759 年，正

值欧洲“中国热”盛行。皇家建筑师威

廉·钱伯斯曾游历中国，倾慕于中式园

林的精巧设计。归国后，他出版了 《中

国的建筑意匠》《东方庭园论》，传播中

国园林艺术的创作理论和建筑经验，一

度在英国引发中式花园热潮。邱园便由

钱伯斯主持建造。

据说，邱园里的中式宝塔是钱伯斯

向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致敬之作。当

时的琉璃塔九层八面，152 个铃铛随风

作响，往来南京的外国商旅无不称之为

“奇观”。钱伯斯从未去过南京，这座仿

建塔更多地承载了他对东方的想象与模

仿。远看这中式宝塔，东方韵味十足，

走到近前，却有些不寻常：中国塔都是

奇数层，而这座八角塔却是 10 层。灰墙

红轩，塔顶边缘盘绕 80 条彩色木龙，没

有鹿角却长着翅膀，没有鳞片却全身长

毛，没有四爪却有两条粗壮的后腿……

不过，这座宝塔已经是 18 世纪的欧洲与

中国建筑形制最为相似的仿建。伴随宝

塔 的 落 成 ， 中 国 建 筑 风 也 在 英 国 风 靡

一时。

建筑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外形，

还有它所承载的记忆。建造棕榈园的时

候，英国航海业领先全球。棕榈室用料

约 1.6 万块玻璃和 400 吨钢铁，其中顶部

的玻璃需烧出完美弧度，以保证建筑美

感与保温需要，对制作工艺要求很高。

正是借助精良的造船技术，设计师们才

得 以 建 造 出 这 个 巨 大 的 维 多 利 亚 式 温

室，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首屈一指。

历史远去，如今的邱园不仅是市民

钟爱的公园，更是一部鲜活的植物百科

全书，一间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研究

机构。邱园标本馆收集了 700 万份植物

标 本 ， 涵 盖 了 地 球 上 近 98%的 植 物 属

类，其中的图书馆是全球植物学参考书

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千年种子库则

收集保存了全球 2.4 万份重要和濒危的

植物种子。在这里，科学家推动生物分

类学等前沿性学科研究，希望能够更加

科 学 细 致 地 认 识 生 物 ，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 共 同 探 索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未来。

邱园随笔
邢 雪

2021 年 9 月，我创作的青铜组雕《神

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矗立于

希腊雅典阿果拉广场。在爱琴海的阳光

下，两尊青铜雕像分立东西，面向彼此：

苏格拉底挺拔健硕，孔子温文尔雅，二人

侃侃而谈。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

斯曾说，“苏格拉底和孔子是人类的两张

面具，面具之下是同一张人类理性的面

孔”。孔子代表着东方的温良恭谦，苏格

拉底则象征着西方的理性品格，他们向

世人展示了中国和希腊间伟大思想的对

话似春风化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

将为人类文明提供更多可能。

写 意 雕 塑 凝 聚 中
国文化之“意”

南京师范大学是我艺术生涯的重要

起 点 ，徐 悲 鸿 、傅 抱 石 等 很 多 大 师 都 与

之渊源深厚。我上学时临摹，例如《掷铁

饼者》《大卫》《持矛者》等石膏像，都是徐

悲鸿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南师大不仅

美术系好，中文系和教育系底蕴也很深

厚。心理学家高觉敷翻译了弗洛伊德的

著作，文史学家唐圭璋、孙望等都曾在那

里执教。我虽然就读于美术系，但一有

时间就到中文系和教育系听课，得到多

种文化的滋养。

我在大学学习阶段，醉心于印象派

色彩、用笔的写意性，并将其与我自小就

喜欢的书法、中国画进行比较，获得更多

对“意”的理解。1996 年后，我到欧美学

习雕塑与陶瓷创作，接触了不少西方艺

术家，他们对中国艺术非常钦佩，认为我

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1998 年，我回国

后 在 南 京 大 学 担 任 教 授 ，创 建 美 术 学

科。在这期间，我重访敦煌、大足、麦积

山等地，考察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国

文字的生成及其不同书体的演化、中国

画及雕塑都非常重视“意”的表达，这种

“意”直抵灵魂深处。我认为，艺术应该

回归到本体，即通过客观物象来表现作

者的内心世界，而不是把表现客观物象

作为目的。为此，我提出了“写意雕塑”。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

国美术家要找到支点，才能在世界艺术

史图景中立定文化坐标。“写意雕塑”的

概念建基于我对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国传

统雕塑艺术所进行的研究。写意雕塑的

“意”，就是中华文化之“意”，通过形来写

神，达到形神兼备，将中国哲学、文学、史

学的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以及中国

造型艺术中的书法、绘画、雕刻等意象融

入雕塑。写意雕塑同时吸收了西方写实

主义的精华，借鉴了 20 世纪以来西方视

觉艺术革命中所建立的艺术新样式。所

以，它意在融汇古今中外，打通艺术类型

隔阂，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概念。在

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它以高

度的文化自信彰显出一种由内而外的文

化张力，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与

现代创造的载体。

用雕塑艺术“为时
代造像”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我立志塑中华

历史人物像以立时代丰碑。为此，费孝通

先生曾为我题字：“得其神胜于得其貌”。

他告诉我：“塑像，要抓住神。”这带给我莫

大的启示，也让我坚定了一个理想：用可

视的形象，把那些不可视的、写在书本里

的、口口相传的民族历史展示出来，让每

一尊雕塑都能映涵时代精神，体现时代坐

标。30 多年来，我潜心于斯，塑造了数百

尊“中国人”像，从老子、孔子到鲁迅、陶行

知、袁隆平等，他们从历史长卷中走出，以

无声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艺术是沟通

人们心灵的桥梁，人们在对美的感知中展

开思想与情感的交流。通过塑造中华历

史人物，可以表现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

却始终自强不息、奋勇前进的情操。大概

正因此，季羡林先生将我的创作称之为

“为时代造像”。

在雕塑“中国人”像的创作过程中，

我深感一个民族如果要向前走，没有精

神、没有灵魂是不行的。我为杰出的科

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塑像，希望年轻人

在与这些人物的每次“对视”中，都能感

受到人生的价值和力量。

令我所感动的是，这些塑像不仅在国

内受人敬仰，在国际上也广受欢迎。近 30
多年来，我创作了近 600件雕塑作品，其中

有 50多尊雕塑立于世界 20多个国家和地

区 ，成 为 中 国 文 化 与 世 界 对 话 的 符 号 。

2009 年，韩国建立“吴为山雕塑公园”，将

我创作的老子、孔子等中国贤哲塑像陈列

于釜山仁济大学校园。2012 年 11 月，我

的作品到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巡展。在布

展过程中，意方工作人员看到老子像，立

即放下手中的机械工具，用人力将“老子”

抬到高高的展架上，以表达他们对这位东

方哲学家的敬意。2014 年 3 月，法国前总

理德维尔潘在我创作的《虚怀若谷——老

子》塑像前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中国。”

2020 年 1 月，意大利达·芬奇博物馆

立 起 一 组 大 型 雕 塑《超 越 时 空 的 对 话

——达·芬奇与齐白石》。由我创作的这

组雕塑展现出达·芬奇与齐白石两位不

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艺术家相视相望、彼

此倾听的场景，东西方文化于此对话，象

征 着 人 类 文 明 情 感 的 交 流 。 作 品 揭 幕

时，全场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意

大利国歌，传递出人们对文化共融、艺术

共创、人心共通的需求与呼唤。

发 挥 艺 术 作 品 的
美育价值

2014 年下半年起，我和中国美术馆

同仁开始策划“典藏活化系列展”，将许

多放在库房里甚至在课本上都有，但是

观众看不到的原作展示出来，满足人民

对美的需求。例如，2017 年我们举办了

“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

特展”，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悉数亮

相。展期正值冬季，天气寒冷，观众依然

排起两公里长队等待入馆。在 2018 年夏

季举办的“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

国际艺术作品展”上，来自 61 个国家的

224 件艺术珍品同时亮相，毕加索、达利、

珂勒惠支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在其中。为

满足观众热情，我们将参观时间延长到

晚上 8 点，并举办“美术馆之夜”，邀请歌

唱家、演奏家、朗诵家表演，有声有色推

动美的传播。

中国美术馆的库房是国家的文化宝

库，如同银行存款要产生利息，我们要对

艺术作品进行梳理和展览，走进人民心

中，通过优秀的艺术作品教育、鼓舞、激

励人民，这就是巨大的“利息”。这不仅

是作品的活化，也是“人”的活化。与此

同时，中国美术馆还在不断充实馆藏，尽

力收藏优秀的艺术创作。一个民族要向

前发展，要记住曾经走过的路。优秀的

艺术作品是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艺

术家把握时代、反映人民心声、用智慧记

录历史的结晶，体现出他们对国家、对人

民、对河山的热爱。中国美术馆珍藏着

大量这样的作品，这些出类拔萃的文化

经典，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近年来，

中 国 美 术 馆 通 过 策 划 举 办 高 质 量 的 展

览，活化经典、吸引观众、弘扬精神，让美

融入生活，尽最大可能发挥艺术作品的

美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美术

馆 向 世 界 许 多 博 物 馆 和 美 术 馆 送 去 慰

问，得到的回复同样充满温度。可以说，

大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场疫情在世

界范围发生，所有人都寄居在一叶扁舟

之上，我们应相互理解、相互协作。文化

交流可以带来情感的融汇、思想的互动、

价值的共鸣。而文化交流的本质，是心

与心的交流。我们要用美向世界传播中

国声音，在相互尊重中，使中国文化的独

特价值为世界共享，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过程中生成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长）

以塑载道 以像传情
吴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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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问道——孔

子问道于老子》之老子。

图②：《问道——孔

子问道于老子》之孔子。

图③：《超越时空的

对话——达·芬奇与齐

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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