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复信雅典大学

维尔维达基斯教授等希腊学者，祝贺中

希文明互鉴中心成立。习近平主席指

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希腊文明影

响深远。2000 多年前，中希两大文明在

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

进作出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

作为欧洲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希

腊在音乐、数学、哲学、文学、建筑、雕塑

等领域都取得璀璨成就，对后世影响极

大。日前，笔者走进雅典大学、卫城博

物馆等地，了解希腊文明的传承发展，

感知中希文明交流互鉴的勃勃生机与

美好前景。

有力促进文明互鉴

走进希腊最古老的大学——雅典

大学校园，正值春暖花开，处处洋溢青

春的气息。学校最新成立的一家机构

——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成为师生们关

注和讨论的重要话题。

曾担任希腊教育和宗教事务部高

等教育秘书长的阿波斯托利斯·季米特

罗普洛斯是筹建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的

主要推动者之一。2019 年，季米特罗普

洛斯到访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近

距离了解这位东方先哲及其学说。季

米特罗普洛斯内心仿佛感受到与走入

雅典学院时相似的悸动：“儒学起源于

中国，千百年来对东方文明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古希腊哲学是西方文明的重要

根基。通过探索两国古典哲学并展开

比较研究，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世

界文明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其意义

十分重大。”

此后，季米特罗普洛斯开始联系在

古典哲学研究领域负有盛名的希腊高

校及学者，筹划联合研究古希腊文明和

中华文明的发展。在两国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以雅典大学和西南大学为代表

的希中各 4 所高校入选，成为中希文明

互鉴中心的牵头单位。中希文明互鉴

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雅典大学哲学与

科学史系教授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

斯 告 诉 笔 者 ，中 希 文 明 互 鉴 中 心 的 成

立，正是受到两国领导人关于树立文明

互鉴典范共同倡议的启发。“因此，我们

中心的几位教授联合致信习近平主席，

介绍中心筹备情况和发展规划，表达对

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高度认同。”

致信不久，他们便收到习近平主席

的复信，这令维尔维达基斯十分欣喜和

感动。他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认同并

重视两国文明交流互鉴工作，让他们对

未来工作充满干劲。“中心的工作即将

开 展 ，一 批 希 中 学 者 将 奔 赴 对 方 国 家

开展研学活动，在提升学术水平、丰富

研究成果的同时，不断促进文化交往、

民 心 相 通 。 此 外 ，我 们 还 将 积 极 邀 请

第 三 方 学 者 开 展 合 作 研 究 ，目 前 已 邀

请 到 法 国 学 者 讲 学 ，并 获 得 欧 盟 的 专

项资金支持。相信我们的研究道路将

越走越宽。”

另一位参与建立中希文明互鉴中

心的学者、帕特雷大学哲学教授帕夫洛

斯·康托斯最近十分忙碌，因为帕特雷

大学与西南大学开设的希中古文明比

较学研究方向联合硕士项目即将于今

年 9 月开班。康托斯介绍，参加该项目

的学生将在中希两国分别学习古典文

化和哲学，由两国教师共同指导完成论

文，“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硕士项目在全

球独一无二”。他表示，习近平主席不

久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对于促进希中

两国和全球文明的交流互鉴意义重大。

承载厚重历史记忆

在雅典大学礼堂不远处，便是希腊

最著名的景点——雅典卫城。在希腊

语中，卫城的含义是“城市制高点”。山

脚下，一座现代化博物馆——雅典卫城

博 物 馆 ，承 载 了 古 希 腊 文 明 的 厚 重 记

忆，诉说着数千年的沧桑变幻。

历史上，雅典长时期保持古希腊最

强盛的城邦地位。公元前 5 世纪，雅典

卫城进入“黄金时代”，大量建筑在这一

时期建设或修复。其中，历经 10 多年修

建 的 帕 特 农 神 庙 大 气 恢 弘 ，内 部 有 浮

雕、雕像等众多装饰，是卫城中最耀眼

的一颗明珠。在此后的岁月中，卫城逐

渐恢复为原来军事要塞的用途，各类建

筑也转作他用。

希腊宣布独立后，为更好保护卫城

文物遗迹，雅典卫城博物馆于 1865 年开

始建设，1874 年完工。2009 年，新的雅

典卫城博物馆对外开放，1.4 万平方米

的展区内陈列着 4000 余件精华文物，每

年吸引近 200 万游客前来一睹雅典卫城

的前世今生。

进 入 室 内 展 区 ，一 面 缓 坡 映 入 眼

帘。斜坡两侧陈列着卫城山坡区域出

土的文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展品来自

狄奥尼索斯剧场和阿斯克勒庇俄斯圣

殿。狄奥尼索斯剧场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剧场，这里出土的雕像具有强烈的艺

术表现力。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

话中的医术之神，无数民众前往供奉他

的神殿祈祷病痛痊愈，因而留下大量以

人体部位和医学器具为主题的浮雕，为

后人了解古希腊人的医学和日常生活

提供了重要参考。

由 斜 坡 拾 级 而 上 ，博 物 馆 中 层 的

环形区域展示了卫城的发展史。早期

文 物 以 匕 首 、斧 头 等 兵 器 及 各 类 日 常

用 品 为 主 。 此 后 ，卫 城 作 为 神 圣 场 所

的 作 用 不 断 凸 显 ，各 类 神 祇 雕 像 和 礼

器逐渐增多。这里展出了众多卫城遗

迹 的 装 饰 结 构 ，包 括 极 负 盛 名 的 伊 瑞

克提翁神庙的少女廊柱。这些廊柱并

排 而 立 ，人 物 形 态 各 异 ，衣 着 纹 路 精

美，线条富有动感，虽历经千年魅力依

然喷薄而出。

随着雅典城邦逐渐兴盛，众人纷纷

捐资建造人像，涌现出许多凝聚艺术价

值的杰作，“沉思的雅典娜”雕塑和克里

托斯男孩雕像便是其中翘楚。前者刻

画了神情肃穆的雅典娜倚靠一支长矛

面对石碑沉思的场景，因与之前大多面

带微笑的雕像风格截然不同，而被称为

“严肃艺术”。后者也属于“严肃艺术”：

一个裸身男孩左腿支撑身体重量，右腿

保持松弛，膝盖弯曲，与诸神的高高在

上相比，更重视展现人类的生命力与活

力。希腊古典时期“人是万物尺度”的

思想已开始萌发，并逐渐将古希腊哲学

的研究从以外部自然为中心转向以人

及人类社会为中心，大大彰显了主体能

动性，成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

勃兴的思想渊源。

开展文物追索合作

卫城博物馆的顶层是帕特农厅，入

口东西两侧陈列着帕特农的三角楣石

雕，分别描绘了雅典娜的出生、雅典娜

和波塞冬争夺雅典守护神的场景。展

厅中央区域按照比例缩放复制了帕特

农神庙的外墙与立柱架构，通过原始石

板和复制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神庙的

装饰雕刻，讲述着雅典的荣耀历史和民

众祭祀雅典娜时的盛况。

如果参观者细心阅读讲解牌，会发

现一些缺憾：博物馆中的许多展品都是

复制品，而原件收藏于千里之外的异国

博物馆。进入近代后，卫城的许多瑰宝

或遭兵燹损毁，或被帝国主义文物贩子

盗掘。英国诗人拜伦曾在诗歌中痛斥这

些“探险家”的恶行与抢劫无异。希腊独

立后，开始了艰难的文物追索之旅。

在追索文物的国际合作中，希腊得

到中方的宝贵支持。目前，中希两国相

关部门已就合作追索流失文物展开对

话。双方还以文明古国论坛等为平台，

共同努力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打击非法

贩运文物。

回溯历史，中希文明交流互鉴源远

流长，古老文明相知相亲。公元前 4 世

纪，古希腊人给遥远的中国起了一个美

丽的名字“丝之国”；16 世纪，欧几里德

的《几何原本》传入中国，成为中西科学

交流的先导。穿过时光隧道，传承久远

的中希文明绵延至今，在新时代继续谱

写文明互动的光辉篇章，必将进一步深

化 两 国 民 心 相 通 ，促 进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进步。

图①：雅典卫城博物馆中伊瑞克提

翁神庙的少女廊柱。 谢亚宏摄

图②：雅典卫城。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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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 1973年 4月 8日，西班牙

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在法国去世。

半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位杰出画家的

研究与展览持续不断。进入 2023 年，

欧美多国博物馆举办《毕加索庆典：

1973—2023》等大型系列研究展。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

了“立体主义与错视画传统”展，对毕

加索作品的研究视角延伸至视觉文化

与科技场域。巴黎毕加索博物馆从艺

术品收藏角度推出了“毕加索的庆典：

新视角下的收藏”。还有一些展览聚

焦毕加索的具体创作问题，如西班牙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推出“毕加

索的雕塑”展，探讨他的雕塑创作对于

现代雕塑风格的影响；西班牙索菲亚

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收集并展示

毕加索转入立体主义风格之前（1906
年左右）的大量创作与文献；法国安提

比斯毕加索博物馆则关注毕加索晚期

的风格创新。

从这些丰富多元、各具特色的展

览可以看出毕加索之于现代艺术的重

要 性 。“ 油 画 不 是 挂 在 墙 上 的（装 饰

物），而是战斗”，这是毕加索信奉的一

条创作理念。不断突破自我、坚持创

新，毕加索和他的作品总能给人以无

尽的阐释空间与丰富的创作启示。

开创立体主义画派

1881 年，毕加索出生在西班牙小

镇马拉加。他的父亲是一位绘画教

师，毕加索自小跟随父亲学画。13 岁

时，他就能按照学院派写实标准塑造

出 逼 真 的 人 物 、空 间 与 光 影 效 果 。

1900 年，毕加索前往巴黎，在那里受到

印象派与后印象派艺术的熏陶。

1907 年，刚刚 26 岁的毕加索与好

友乔治·布拉克在巴黎拥挤的“洗衣

船”画室开创了立体主义画派，开启了

现代艺术最为核心的非写实性探索之

路，在西方艺术史上树立起一座新的

里程碑。

文艺复兴以降，西方绘画一直遵

循着单点透视的基本规则。毕加索和

布拉克则提出，单点透视犹如一只静

止的眼睛，传统写实绘画依据透视法

只能表现一个视角。事实上，人们对

物体的认知，是由所有可能角度的视

图构成。在观看一个对象时，往往会

从上、下、左、右、前、后等各个面向来

观察。在“现代绘画之父”塞尚的基础

上，毕加索发明了一种将众多角度观

察到的块面组构为同一个绘画平面的

创作理念和方法，大大突破了传统艺

术的写实手法。由于这些不同角度的

图像块面最初大量表现为立方体，当

时的批评家惊呼：“这不过仅仅是一些

立方体！”——“立体主义”因此得名。

毕加索于 1907 年创作的《亚威农

少女》堪称立体主义的开山之作。传

统的人体题材在这幅作品中得到全然

不同的描绘。借鉴非洲木雕的雕刻风

格，毕加索笔下的 5 位少女面目粗犷、

充满活力，画家对人物不同角度的观

察被融为一体。例如，画面右下方的

女士由正面的脸、侧面的鼻子和从后

面才能观察到的后背构成。画面中的

蓝天与人体都由碎玻璃般的几何形重

新组构，令作品呈现出有限深度的扁

平空间，完全不同于传统单点透视所

营造的空间。

此后，毕加索和布拉克不断创新

和推进立体主义风格的绘画理念与实

践。在“分析立体主义”阶段，毕加索

将组构人体的几何块面不断分解，直

到仅仅留下极少的特征，让画面充满

几何构成感；在“拼贴立体主义”阶段，

他在画面中引入报纸碎片、壁纸花纹、

藤编材料等现成品，形成具有拼贴效

果的平面化、装饰化语言。毕加索的

立体主义实践所形成的几何构成风

格，影响了意大利未来主义、俄罗斯构

成主义、荷兰风格派等众多现代艺术

流派，在欧洲掀起前卫艺术与抽象艺

术浪潮。

艺术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生活。

有评论家说，立体主义的创作风格让

人们想到 19 世纪末刚刚建成的埃菲尔

铁塔。画作中的几何形体与埃菲尔铁

塔 1.8 万余个构件在理念上有众多相

似之处，它们更多通过众多单元相互

组构的方式建构，而非通过描摹现实

形成。通过现代工业机床生产而形成

的硬边结构，被认为是现代视觉经验

的一种典型代表，立体主义的艺术语

言正是对这些视觉经验的回应。

植根传统心怀家国

开创了立体主义的毕加索常被视

为“离经叛道者”。然而，他的成就并

非无源之水，其创新深植于古典艺术

与西班牙文化传统土壤中。即便在拥

有刀削斧劈质感的《亚威农少女》中，

人们也能从画面左侧三位少女的结构

中看到欧洲传统“美惠三女神”图式；

右侧两位姿态扭曲的女性形象，也让

人联想到西班牙样式主义绘画大师埃

尔·格列柯与众不同的表现性。

学生时代的毕加索曾在普拉多博

物馆大量临摹委拉斯开兹、戈雅、苏巴

朗等西班牙大家之作，从中大量汲取

养分与灵感，成为日后创作的重要源

泉。1910 年代末，立体主义艺术实践

告一段落，毕加索返归传统，潜心研究

古典大师作品，如 19 世纪法国新古典

主义画家安格尔、17 世纪法国古典艺

术代表人物普桑等，并创作了不少致

敬作品。

在毕加索艺术人生的“新古典主

义”时期，他创作了大量拥有具象特征

与古典美感的形象，其中以妻子奥尔

加为蓝本的画作尤为出色。创作于

1921 年的《母与子》（见下图，李笑男供

图）描绘了毕加索的妻子与儿子，画中

人物具有丰沛的体量感，淡淡的蓝色

与白色色调突出人物温暖的身体。在

构图上，古典艺术中的水平与垂直关

系占据主导，赋予作品古典的质朴与

简洁。画面背景仅由 3 个色带组成，暗

示了天空、海洋和未来，与母亲形象的

几何形态形成温柔共振。母亲的姿态

加强了水平方向构图带来的平衡感与

秩序性，孩子活泼天真、自然摆动的小

腿则赋予宁静庄严的画面以动感。

上世纪 50 年代后，毕加索又多次

重返传统大师的画作中寻找灵感，最重

要的方式是创作“变体画”，即以个人风

格重画大师作品。他曾深入研究委拉

斯开兹的《宫娥》，画下 50多张不同风格

的变体画。

毕加索的前半生更多是在自己的

画室中建立“艺术王国”。 1936 年西

班牙内战发生后，毕加索的精神屡遭

打击：出生地马拉加遭攻击、年少时迷

醉徜徉其间的普拉多博物馆被轰炸

……他对朋友说，这些事件“扼住了我

的咽喉”。

1937 年 1 月，毕加索受当时西班

牙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为西班牙在巴

黎世界博览会的展位进行创作。此

前，毕加索从不接受委托创作，这一次

却破例了。他以 1937 年 4 月 26 日德国

空军袭击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为主

题，创作了极其震撼人心的巨作《格尔

尼卡》。通过黑夜中代表法西斯的牛

头与奔走呼号的母亲、孩子，嘶鸣的马

匹，以及受伤的士兵等一系列元素，毕

加索深刻刻画了战争中分崩离析的悲

惨世界，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

中最重要的视觉珍品之一。

作为杰出的现代艺术家，一生都

充满创新勇气与探索热情的毕加索，

从来不曾忘记传统与家国。这或许是

人们至今喜爱他、研究他、纪念他的重

要原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副教授）

古典与现代的碰撞
——毕加索的绘画艺术

李笑男

近山增底蕴，临水添灵气。被大自

然眷顾的巴西里约热内卢拥有得天独

厚的资源：这里蓝天碧水，山海相连，长

约 200 公里的海岸线点缀着 30 多处美

丽沙滩。其中，月牙形的科帕卡巴纳海

滩最为知名，曾被誉为世界十大美丽海

滩之一。不远处，高约 400 米的面包山

俯瞰着瓜纳巴拉湾，与周边绿树葱茏的

蒂茹卡国家公园和植物园共同构成美

丽的城市景观。2012 年，“里约热内卢：

山海之间的卡里奥克景观”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里约热

内卢也由此成为全球首个获得世遗“文

化景观”殊荣的超大城市。

里约热内卢文化氛围浓厚，堪称影

视之都、文学之城和音乐之乡。这里是

南美洲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马拉

卡纳体育场一度是世界上可容纳观众

最多的足球场。每逢里约狂欢节，各大

桑巴舞团在桑巴大道同场竞技，数百万

民众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据组织者说，

舞者的服装、道具和花车材料，八成以

上来自中国。还有一些舞蹈团体选用

“丝绸之路上的桑巴王国”等主题，写有

汉字的服饰、憨态可掬的熊猫、中国古

代士兵的铠甲等一系列图案映入观众

眼帘，桑巴大道洋溢着浓浓的中国文化

气息。

漫 步 城 市 ，山 海 之 间 常 见 中 国 元

素 。 里 约 热 内 卢 植 物 园 建 园 已 超 200
年，古老茶树旁的一块石头引人注目，

上面用葡萄牙文和中文写着：“1812 年，

首批抵达巴西的中国人在此栽下茶树，

此为中国—巴西友谊的见证。”这块石

头是来自中国福建的华安石，由植物园

与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共同设立，

向人们无声讲述着中巴两国源远流长

的友好交往历史。

200 多 年 前 ，中 国 茶 农 筚 路 蓝 缕 ，

携 带 茶 树 种 和 树 苗 来 到 巴 西 ，种 下 茶

树、传授茶艺。两个多世纪以来，旅巴

侨胞艰苦创业、奋力拼搏，为当地发展

作 出 卓 越 贡 献 ，也 与 当 地 民 众 结 下 深

厚 友 谊 。 2016 年 ，里 约 热 内 卢 州 正 式

通 过 法 案 ，将 春 节 列 为 该 州 官 方 节

日。中式宫灯、玉兔贴画、春联福字、

汉 服 展 示 、舞 狮 舞 龙 …… 充 满 年 味 儿

的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里约友

好日”“里约中文日”等也成为当地的

官方节日。

在里约热内卢华人联谊会办公楼

里，中国文化体验馆、中文教室、中医体

验室等备受当地民众欢迎。由中海油

巴西公司、巴西山河文化促进中心资助

的科帕卡巴纳要塞管弦乐团也在这里

进行重要的排练和演出。乐团成员大

多来自当地的贫民社区，在中国朋友的

支持下，他们努力追求音乐梦想。

走进城市北部最大的贫民窟马累

社区，“明日之潮”马累音乐学校在当地

有口皆碑。自 2011 年起，中国国家电网

巴西公司开始为该校提供乐器和教学

排练场地。由于缺乏引导教育，这里有

些孩子一度误入歧途。如今，通过音乐

学习，他们逐渐掌握演奏技能，并且有

机会参加各类演出活动。流动的音符

承载着孩子们的信心和希望，带着他们

走上通向光明的成长道路。

在总督岛，我走进贫民社区一间没

有顶棚、未曾粉刷的屋子，中国朋友正

把米面粮油捐赠给妇女儿童。当地中

资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民众改

善生活，展现出良好的社会形象。社区

负责人卡拉·佩雷拉与当地居民一起用

中文大声说着“谢谢”，她动情地对我

说：“你们的爱和善意令人倍感温暖。”

近年来，中巴文化交流日趋增多。

站在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

的教学楼天台，仰望两兄弟山，孔子学

院中方院长向我讲述着当地民众学习

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高涨热情。无论

是在大学里的中国文化课上，还是中国

国际学校等机构的中文课堂里，一双双

眼睛充满了求知欲。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在里约

热内卢城市轨道交通线上，600 余辆中

国中车城铁车辆承担着约 80%的运能；

在蒂茹卡国家公园，秀丽的“中国亭”是

俯瞰全城的最佳观景台；在巴西《环球

报》，媒体同行们热切分享着巴中往来

的信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从历史到今天，从曾经的跨山越海到今

天万物相连的互联网时代，中巴两国人

民的交流不断走向深入。两国人民的

友谊犹如葡萄酒一样，在时光中愈加醇

厚，令人期待。

感知山海间的中国元素
吴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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