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回大地，法国与中国之间的各

类文化交流活动陆续拉开帷幕：中法

文化之春、法语活动月、中法文化周

……一系列活动令我心潮澎湃，对再

赴中国充满期待。目前，我正在筹备

新的作品展，计划于明年中法建交 60
周年之际造访中国，与中国观众和艺

术创作者展开面对面的交流。

我从事艺术创作已有 30 年。在

我的创作中，雕塑不可或缺。通过在

艺术道路上不断地发现、探索和创造，

我拥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收

获。我的雕塑作品曾两次作为国礼赠

送给中国：2014 年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

际，我创作的人物雕塑《夏尔·戴高乐》

被选定为国礼，由时任法国总统奥朗

德郑重赠予到访的习近平主席，我很

荣幸在现场见证了这一美好时刻；次

年，奥朗德到访中国时，我创作的人物

雕塑《维克多·雨果》再次作为国礼赠

送给习近平主席。能用艺术作品见证

并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令我备受鼓

舞。数次中国之行，更对我的艺术观

念产生深刻影响，留下许多美好回忆。

以像立传——

细腻表达人物精神

我从儿时起便热爱绘画。中学毕

业后，我进入法国贝桑松美术学院学

习绘画和雕刻，并前往美国纽约进修，

最终定居巴黎，成为一名艺术创作者。

在我看来，艺术，有“浓缩”的能

力，可以将生活“提纯”；创作，则是分

享内心“秘密”的过程。我希望通过创

作追求“美”、服务“美”，实现精神层面

的升华。即使看似重现物体，艺术作

品依然是心灵的表达。在具体创作

中，需要在同一个主题的不同侧面之

间调和矛盾点，在运动、节奏、光与影

的融合中寻找平衡点。同时，创作也

是反躬自省的过程，需要不断思考自

己与他人、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因此，

每次创作都是全新的探索，引领我抵

达新的领域。

作 为 雕 塑 家 ，人 物 尤 其 令 我 着

迷。我喜欢观察那些有故事的面孔，

发现相貌与心灵的关系。人的面孔是

心理的体现，一件人像作品无声地讲

述着人物的成长经历。在可能的情况

下，我更愿意与人物面对面展开创作

对话，哪怕仅是无声的相处，对方嘴角

扬起的微笑、眼神中的片刻茫然、颈部

弯曲的弧度等，都能使我更好地捕捉

其内心活动。

当面对面交流无法实现时，我会

采 取 多 种 途 径 ，尽 可 能 丰 富 创 作 背

景。创作之前，我会阅读书籍、观看影

像记录，并大量查阅资料。若条件允

许，我还会拜访创作对象的家人，倾听

他们的回忆。通过熟悉人物，拉近心

理距离，我对创作对象产生了亲切感，

理解了其人生经历，并努力发现他们

身上的普遍人性和独特的个人传奇。

我希望通过雕塑，不仅展示人物的过

往，还能体现他们对梦想的追求。

在充分研究人物背景后，我便全

身心投入创作，与材料展开“亲密的斗

争”。通常，我会刻画出人物的不同表

情，观察每一个新的表情给人物带来

的变化……通过反复试验，直到某一

个表情脱颖而出。这需要花费很长时

间，有时甚至几个月才能抓住人物内

在“真相”闪耀的一刻：通过这个表情，

人物的独特性能更充分地展现出来。

例如，我创作的“名人雕塑”系列

中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雕像就

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作品。为雨果立

像，令许多雕塑家着迷。在大量阅读

资料后，我发现雨果的内心既充满矛

盾，又意志顽强。在此基础上，我首先

要为人物确立正确的姿态，他是向上

的，不断追寻真理；他也是沉思的，热

切关注人类社会的未来，我努力在两

者之间摸索、寻找一个平衡点。在表

情塑造上，我需要把众人眼中各不相

同的复杂印象汇集到一张面孔中，重

新建构起他的“形象”。在工作室的地

面上与创作材料持续“斗争”数周后，

雨果“诞生”了：晚年的雨果从高处俯

瞰，面带仁慈。人像的魅力往往来源

于雕塑家对眼神的诠释。我特别注重

表现这位文学巨匠富有远见的凝视，

这种目光颂扬了作家笔下人物的自由

精神，而他略带苦涩的嘴角又令人联

想起雨果当时面对的复杂社会现实。

中国之行——

拓展视野丰富创作

一直以来，我对中华文明颇为仰

慕，兴趣浓厚。 2010 年起，我数次前

往中国进行艺术交流活动，参观了许

多美术馆和博物馆，并赴各地采风创

作。中国山河秀丽，景色多姿，这片土

地上的湖泊和山脉呈现出一种特有的

辽阔。在我看来，这种空间上的开阔

感，令中国传统绘画别具美感。中国

画中的很多风景一望无际，视野连绵

不绝，仿佛没有尽头。湖泊淼淼，隐入

山林，群山呈梯状层层向上铺展，或如

桥梁般不断延伸。这些绘画作品既庄

严，又空灵，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所具

有的哲思。当我回到巴黎，它们仍在

脑海盘桓，久久难以忘怀。为了表达

向中国古典文化致敬的心情，我着手

创作了孔子雕像。

在我眼中，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代表，他的著作凝聚了中华民族的

智慧，他的许多论述体现了基于人类

共同价值的道德规范，拥有超越国界

的魅力。这种精神上的理解与共鸣，

令我完全沉浸于他的哲学世界，创作

过程一气呵成。

为了解孔子的外貌特征，我查找

了很多资料，最终确定为高大、庄严、

睿智。这也是世界范围内许多孔子雕

塑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形象，我仔细参

阅，受到很多启发。孔子的哲学饱含

“仁”和“礼”的思想，在创作时，我着力

塑造一位眼神富有善意、嘴角露出微

笑的年长者形象，他的头上束着发髻，

胡须飘逸，充满智慧。这件作品融合

了东方的哲学思想和西方的艺术表现

手法，展示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独

特魅力。

中 国 之 行 拓 展 了 我 的 思 维 与 视

野，挑战了我头脑中固有的、以转录现

实为中心的具象艺术观念。在此之

前，我对世界的理解以比例、数字和几

何为基础，而中国传统绘画更为强调

精神上的共鸣，蕴含着丰富的哲学表

达。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

能够与中国艺术家面对面交流，体验

不同风格的创作，令我收获颇丰。

在中国，我认识了很多艺术家，结

为朋友知己。即便有时候语言沟通上

存在障碍，我们也能很快相互理解，因

为 艺 术 是 人 类 共 通 的 语 言 。 比 如 ，

2019 年 12 月，我前往西安参加丝绸之

路艺术教育国际论坛暨国际油画展

时，就认识了一位年轻的中国画家吴

广。他送给我的瓷盘画作品，如今摆

在我巴黎家中的书柜中。他是一位将

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的艺术家，作品

中线条的表现力十分出色，能够将数

百个平面汇集到一张面孔上，呈现出

立体感、时空感。

我在想，很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魅力是不是就来自中国文字和书法？

因为文字是民族的智慧结晶，是思想

的有机组成。中国文字拥有很强的艺

术 之 美 ，毛 笔 赋 予 每 个 字 以 勃 勃 生

机。艺术创作者与不同文化相遇相

知，拓展了对世界的感受力和理解力，

创作视野也变得更为深远，这是十分

幸运的事情。

艺术在人与人之间、文明与文明

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是各国人民

都能理解的美妙语言。以艺术为媒

介 ，法 国 与 中 国 的 文 化 交 流 日 益 紧

密。我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与一

些艺术家保持沟通，他们作品中展现

出的蓬勃创造力令我震撼不已。我希

望再去中国，欣赏锦绣山河，交流艺术

之美，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与友谊

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为法国著名雕塑家、画家，

法国艺术家之家协会副主席，法国艺

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刘艳青采

访整理）

图为法国巴黎塞纳河一景。

埃弗尔德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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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于毛里求斯的公路间，海风

送来淡淡甜香。向车窗外望去，满目

尽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田。因为广泛种

植甘蔗，毛里求斯素有“甜岛”之称。

甜岛之甜，在于味，在于香。海天一色

的背景下，一人多高的甘蔗接连成片，

在风中轻轻摇曳，惬意优美。

犹如印度洋蓝海碧波中的闪耀明

珠，毛里求斯备受大自然眷顾：四周被

珊瑚礁环绕，岛上地貌千姿百态，沿海

是狭窄平原，中部是高原山地，山脉、

峡谷、溪流坐落其间……这里日照充

足，雨季分配均匀，火山岩土壤深厚疏

松，特别适合甘蔗生长，甜度极高。甘

蔗花开的芳香、田地里弥漫的甘甜气

息，令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甘蔗种植和制糖业在毛里求斯已

有近 4 个世纪的历史，是该国支柱产业

之一。在岛上走访，常途经广阔的甘

蔗田，几乎每块田里都能发现一堆黑

黝黝的石块。当地人说，它们是岛上

人移石开田、种植甘蔗的历史见证。

蔗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

在，在以“低糖低卡”为时尚的今天，毛

里 求 斯 研 发 生 产 的 棕 色 系 列“ 特 种

糖”，为爱糖又怕糖的现代人提供了新

选择。不久前，我和同事应邀前往毛

里求斯最大的制糖企业参观，对特种

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毛 里 求 斯 生 产 的 特 种 糖 形 似 红

糖，生产工艺却区别于普通红糖，不仅

更多保留了甘蔗的营养成分，能更易

被人体消化吸收，更快补充体力，同时

含 有 人 体 新 陈 代 谢 不 可 或 缺 的 苹 果

酸、核黄素、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等。

这一纯天然、无添加的毛里求斯特产

首先在英国打开市场，成为英式下午

茶的标配。目前，毛里求斯特种糖已

有 20 多个品类，为 55 个国家的约 120
家供应商提供产品，占全球同类产品

供应量的三成左右。

众多甜蜜味道里，一款名为“马斯

科瓦多”的特种糖尤其引人关注。“马

斯 科 瓦 多 ”抗 氧 化 性 强 ，深 受 女 士 喜

爱。它呈棕色和深棕色，颜色越深，糖

蜜含量越高，味道越浓郁。淡色的“马

斯科瓦多”适合制作饼干或胡萝卜蛋

糕等金色烘焙食品；深色的“马斯科瓦

多”风味浓郁，更适合巧克力和水果烘

焙食品，是制作巧克力布朗尼和圣诞

布丁的最佳选择。此外，它还常用来

调制更为复杂的特殊风味，或为酱汁、

酸辣酱和泡菜提升鲜味。

另一款名叫“德麦拉拉”的特种糖

因高颜值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德

麦 拉 拉 ”颜 色 由 浅 金 至 深 棕 ，质 地 松

脆，看起来似一颗颗华美的水晶。它

多被用作烘焙中的装饰糖，或在烘烤

松饼和速食面包前被撒在上面以产生

脆甜口感。同时，因钙与锌的含量较

高，“德麦拉拉”常在秋冬季被用来制

作饮品，滋补身体。2020 年，毛里求斯

制糖企业还开始研制升糖指数低、适

合糖尿病人食用的特种糖。

蔗糖业的进步折射着工业技术革

新和经济发展进程。历经近 400年的发

展，毛里求斯制糖业在承袭优良传统的

基础上，努力与现代工艺标准和生活方

式接轨，从甘蔗原料种植、科技化生产到

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发展等，形成了更

加高效、环保的生产和生态系统。

中国连续多年稳居毛里求斯最大

贸易伙伴。2021 年，自《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自由贸

易协定》生效起，毛里求斯特种糖产品

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毛里求

斯糖出现在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上。伴

随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水平升级，人们

对食用糖口感、品质、营养和安全性等

需求愈发讲究，年轻一代还追求小众且

独特的口味。糖，为中毛两个多世纪以

来的人文交往与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往

来，不断增添“甜味”。

糖的知识还能讲很多，甜的故事总

也讲不完。酸甜苦辣，人生百味，缺一

不可。人类制糖工艺历史悠久。今天，

纯天然、高品质的特种糖令人对更加健

康、多样的甜味充满遐想。甜岛上的甜

事，正为美好生活续写新的篇章。

（作者为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

甜 岛 甜 事
朱立英

■■创作者谈创作者谈R
3 月 26 日，中国同洪都拉斯签署两

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

关系翻开崭新篇章。近年来，中国与洪

都拉斯在考古合作领域也取得不少积极

成果。

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签署

合作协议，在玛雅文明的著名城邦——

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开展考古工作。中洪

联合考古队对一处贵族院落的发掘和研

究，获得重大发现和收获，得到国际考古

界高度肯定。

开启文明遗址考古合作

距今 3500 年左右，在玉米农业高度

发展的基础上，墨西哥湾地区形成了中

美洲最初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此

后在公元 300 年至 900 年期间，发展出繁

荣的玛雅文明。数十万平方公里的低地

和高山峻岭中，分布着百余个城邦国家，

科潘正是著名的城邦之一。

玛雅人发明了象形和拼音结合的文

字系统，雕刻或书写在石碑、木板、门楣、

壁板、长凳、阶梯上，犹如图画。他们建

筑了大量的巨型石碑、神庙、宫殿、金字

塔，数学水平和天文学水平也很高，很早

就独自发明了“0”的概念，能够测定太

阳、月亮、行星运行的轨迹和日期。宏伟

的金字塔神庙、精美的壁画、独特的象形

文字、精确的天文历法及数学体系，让古

老的玛雅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颗璀

璨明珠。然而，公元 9 世纪，玛雅人突然

离开家园大批迁移。是洪水、旱灾、疾

病、外族入侵还是其他？玛雅文明的衰

落，为世人留下了千古谜团。

我第一次走进玛雅世界是在 2014 年

盛夏。经过近 30 个小时的长途旅行，飞

机的舷窗下终于露出洪都拉斯茂密的热

带丛林，抵达的城市圣佩德罗苏拉是洪

都拉斯的经济中心。我们的向导——美

国哈佛大学费什教授是玛雅文明研究的

权威，深谙当地风土民情。我们一行驱

车踏上通往科潘的崎岖山路。一路上，

最强烈的视觉感受是各式各样的绿色，

在层峦叠嶂中蓬勃肆意地倾泻开来。在

玛雅文明中，绿色象征着旺盛的生命，是

最重要的颜色之一。碧绿的翡翠也被视

为凝聚了天地精华，是最珍贵的宝石。

科潘遗址包括王宫区和贵族居住

区 。 经 过 考 察 ，我 们 决 定 选 择 编 号 为

8N—11 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仅次于王

宫的高等级贵族院落，四周原来有高大

的石砌建筑，现在已经是一片被丛林掩

盖的废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于

1990 年发掘了院落的东侧，在中心建筑

内发现了著名的“天空之带”石榻，上面

雕刻着白昼太阳神、夜晚太阳神、月亮神

和金星神，月亮神的怀中还抱着一只玉

兔。遗址的建筑外墙上刻有太阳神重生

的故事，太阳神怒目圆睁、脖子上以绑缚

俘虏用的绳索为装饰，显示出强大的力

量。东部的南侧室也有精美雕刻，表现

的是有大钩鼻子的雨神查克和重生的玉

米神带来万物欣欣向荣。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能够走进其

他文明国度，触摸文物遗迹，感知文明发

展脉络，是极其难得的体验和收获。在

科潘考察后，我们飞抵首都特古西加尔

巴，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所

签订协议，建立中洪联合考古队。洪都

拉斯政府对这次合作非常重视，协议签

署仪式在总统府举行。

发掘贵族院落成果颇丰

2015 年，我们重回科潘，正式开启

中洪考古合作项目。遗址上丛林密布，

猿声若断若续，小鹿时隐时现。几年来，

双方成员相互学习、不断磨合，取得了重

要的学术发现，也建立了深厚友谊。

我们聘请的洪都拉斯考古学家荷

西·拉莫斯是科潘本地人，19 岁就参加

了最著名的“16 号金字塔”的发掘。后

来，他又被推荐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河滨分校，师从研究玛雅图像和宗教的

陶布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又协助

费什教授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我们带去了新型全站仪测绘、电脑

生成三维模型以及注重呈现地层关系的

新发掘技术。这些设施和技术可以极大

提高工作效率。由于是初次合作，荷西

最初对这些方法的准确性心存疑虑，坚

持让技师使用传统方法。几番讨论后，

我们决定先各自使用自己的方法进行测

绘和记录。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后，荷

西终于认识到新方法的优势，欣然接受

中方建议。

在合作过程中，中方成员也学习到

很多发掘技术，尤其是玛雅考古特有的

隧道发掘方法。玛雅人奉行这样的观

念：万物都要经历死后重生的历程，建筑

也不例外。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拆除

旧 建 筑 、在 上 面 修 建 新 建 筑 ，使 它“ 重

生”。所以，玛雅建筑中，地表的建筑只

是外面一层，里面还埋藏着一层一层的

早期建筑。考古学家要通过打隧道的办

法 ，穿 透 晚 期 建 筑 ，探 寻 早 期 建 筑 的

情况。

在迷宫一样的隧道中，我们发现整

个院落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

建筑中心位置之下，有一座圆形石砌墓

葬，埋葬着该家族的一位重要祖先。中

期建筑以被拆毁的早期建筑为基础，形

成了贯通东西的长台基，中心为主室，两

侧为偏室。保存在地表的晚期建筑，规

模最为宏大。建造前埋葬了一位身份重

要的男性祖先，其腰部有一件以最上乘

的湛绿翡翠制作的卡威尔神头像。卡威

尔神是至高法力和权力的象征。在建筑

台基下的不同位置，还埋葬有 10 余具人

骨作为奠基礼使用的人牲，有些人牙嵌

翠珠，身份颇高。

在高规格的奠基礼之后，建筑台基

被扩大，并在中心部位建造了第二层台

基，四周镶嵌了 13 个“交叉火炬”雕刻。

玛雅宗教中，天有 13 层，因此 13 是最神

圣的数字。“交叉火炬”为墨西哥首都墨

西哥城附近特奥蒂瓦坎城邦中最宏伟的

太阳金字塔下的圣殿标志，特奥蒂瓦坎

是当时整个中美洲地区的文化中心。根

据科潘 Q 号祭坛上的铭文记载，科潘第

一王就是在这座圣殿里获得了卡威尔神

的加持，远征科潘，建立了王国。因此，

此雕刻为科潘王国神圣起源和纯正王统

的标志。

严谨精细的工作使我们取得了超出

预期的收获：厘清了贵族院落建筑演变

序列，验证了王宫区反映的科潘王国兴

衰。大量精美雕刻，表现了玉米神崇拜

和祖先崇拜的内容。玉米神是从龙头神

鸟腹中重生的大型雕刻，为首次发现。

神鸟的龙头，与中国龙颇为相似。贵族

墓葬中的翡翠饰品尤为精致。在 2017
年美洲考古学年会上，我们的发现成果

得到广泛关注。

在科潘的时光，成了一段艰苦而难

忘的记忆。在发掘过程中，我们会遇到

毒蛇，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要开

车几个小时才能找到救治的医院。流

行疾病也是个大问题，我就遇到过寨卡

流行和登革热流行。然而，回忆中的科

潘，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更多的是快

乐。我曾坐在科潘王宫区仪式大广场

宽阔的草坪上，仰观羽毛灿烂如彩虹的

金刚鹦鹉结队从头顶掠过。周末的清

晨，可以到色彩缤纷的集市买一个新鲜

芒果，吃一份玉米饼配玉米糊的早餐；

傍晚去巧克力屋坐一坐，体验一下葫芦

碗中加了辣椒粉和盐的玛雅贵族式可

可饮料。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各民族

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共

同 构 成 人 类 文 明 绚 丽 多 彩 的 百 花 园 。

在科潘的这段考古经历令我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不断深入了解和把握各种文

明的悠久起源和丰富内容，了解不同文

明的交流互鉴，有利于各国人民汲取丰

厚 的 历 史 养 料 ，共 同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体。

（作者为中洪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下 图 为 遗 址 出 土 的 翡 翠 卡威尔神

头像。 李新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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