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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画

展在上海开幕。 48 件展品均来自意

大利乌菲齐美术馆，其中 10 件为意大

利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的原作，另外

还有最早使用油彩的意大利画家之一

佩鲁吉诺以及洛伦佐·克雷蒂、菲利

普·利皮等艺术家的作品。展品涵盖

蛋彩画、油画、湿壁画等艺术形式，展

现了以波提切利为代表的早期文艺复

兴的艺术辉煌。

本次展览中最大的看点是波提切

利 的 真 迹 ：乌 菲 齐 美 术 馆“ 镇 馆 之

宝”——《三博士朝圣》《女神帕拉斯·
雅典娜与半人马》及《青年女子“西蒙

内塔·韦斯普奇”的肖像》3 件作品均

在展出之列。广为人知的《春》和《维

纳斯的诞生》则以高清复制品的形式

与观众见面。

波提切利是 15 世纪意大利极具

影响力的画家，其作品色彩明丽清新，

线条优美流畅，具有温婉恬淡、清雅脱

俗的诗意之美，在西方艺术史中被奉

为经典。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同一道

“人文主义的曙光”，让当时的人们感

受到久违的古典美，也为文艺复兴的

全盛期奏响序章。

体现人文主义的复兴

1445 年，波提切利出生于意大利

佛罗伦萨的皮革商家庭。他自小受

到 良 好 教 育 ，20 岁 起 先 后 师 从 菲 利

普·利皮和韦罗基奥，二人都是 15 世

纪声名显赫的古典主义艺术家。波

提切利天资聪颖，进步很快，在 1470
年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工作室。

受菲利普·利皮影响，波提切利

对蛋彩画情有独钟，他大部分作品都

采用了这一样式。木板蛋彩画是源

自古埃及的绘画技法，后经由古罗马

传 至 欧 洲 ，盛 行 于 14、15 世 纪 ，16 世

纪逐渐被油画技法取代。蛋彩画以

蛋黄或蛋清为材料，具有速干、颜色

淡雅、以线条塑形的特点，波提切利

清新淡雅的画风与这一材料有很大

关系。

1474 年，波提切利成为佛罗伦萨

美第奇家族的宫廷画师。美第奇家族

崇尚古典文化，兴办图书馆、赞助文化

艺术建设、资助学者，宣扬古典文化和

人文主义精神，是当时意大利文艺复

兴运动的中坚力量。波提切利在这里

结识了许多古典主义学者和诗人，其

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文主义诗人波

利齐亚诺，他的诗作及其对古典神话

的研究时常成为波提切利创作的灵感

源泉。

1485 年，波提切利完成了《青年

女子“西蒙内塔·韦斯普奇”的肖像》。

西蒙内塔亭亭玉立，是佛罗伦萨的“女

神”，也是当时文人墨客的赞美主题。

波利齐亚诺曾在诗歌里称赞西蒙内

塔：“她有许多非凡的天赋，她的举止

是最优雅、最迷人的。她的每一位朋

友都觉得自己才是她最深爱的人。”

此后，波提切利又绘制了数幅西

蒙内塔肖像。例如收藏在德国施泰

德 博 物 馆 的《西 蒙 内 塔 肖 像》，人 物

雍容沉静。乌菲齐美术馆的这幅《青

年 女 子“ 西 蒙 内 塔·韦 斯 普 奇 ”的 肖

像》更具古典主义肃穆典雅的气质。

画 中 ，西 蒙 内 塔 身 着 素 洁 的 棕 色 衣

裙，妆容淡雅，白色头巾包裹着浓密

的秀发，一缕发丝垂落在脸颊旁，没

有华丽的配饰，修长的脖颈上只有一

条精细的黑色丝带，生动展现出落落

大方的女性形象。这幅肖像也被视

为“美德”的拟人像，体现出文艺复兴

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如学者指

出的：“在文艺复兴思想中，美与美德

紧密相连。”

追求诗意的唯美风格

进入美第奇家族后，波提切利还

经常参加“柏拉图学园”的活动。学园

由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哲学家马尔西

利奥·费奇诺领导，费奇诺在学术理念

上追求人、自然与精神世界的和谐统

一 ，在 思 维 方 式 上 追 求 艺 术 化 的 想

象。学者们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为波

提切利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这一时期，波提切利在作品中力

求超越物质性，通过表现形式的唯美

到达精神上的“永恒之美”：画风俊逸

秀美，用色清新淡雅，背景飘渺悠远，

人物表情细腻传神。尤其是希腊神话

中的维纳斯、居于山林水泽间的仙女

和天使等形象，冰肌玉骨，无半点尘俗

之气。《女神帕拉斯·雅典娜与半人马》

《春》《维纳斯的诞生》等作品均体现出

上述艺术风格。

《维纳斯的诞生》创作于 1485 年

左右，画家的灵感来自波利齐亚诺的

田园诗歌《吉奥斯特纳》。画作中，平

静的海面碧波荡漾，纯洁美丽的维纳

斯站在贝壳上，翱翔天空的风神轻轻

将海中的贝壳吹到岸边，仙女正张开

红色衣裙，准备为维纳斯换上新装。

维纳斯秀美端庄，双目凝视远方，眸清

似水，充满幻想和淡淡的感伤。这是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最具代

表性的画作之一，自 1815 年以来一直

在乌菲齐美术馆展出。

维纳斯的“忧郁之美”是波提切利

画中人物的典型气质。约 1480 年至

1482 年，波提切利在费奇诺的指点下

完成了《春》。画中的维纳斯美丽端

庄，徜徉于幽静的树林，静待春的降

临。整个画面犹如世外桃源，暗褐色

的背景渲染出一丝哀伤惆怅、幽思迷

茫的气氛。这种“忧郁之美”激发观者

的沉思和想象，使人一时摆脱现实束

缚，得到心灵观照和精神净化。

转向现实世界的批判

1494 年，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吉洛

拉 谟·萨 伏 那 洛 拉 掀 起 宗 教 改 革 运

动，推翻美第奇家族统治。在这场运

动中，波提切利认识到罗马教廷的腐

败 和 黑 暗 ，坚 定 站 在 萨 伏 那 洛 拉 一

边。他的绘画风格也随之发生很大

变 化 ，一 改 此 前 诗 意 的 唯 美 主 义 风

格，转而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艺术

史学家们认为，波提切利晚期的作品

逐渐回归到中世纪哥特艺术的平面

化风格。

晚年的波提切利对但丁的《神曲》

表现出极大兴趣，曾用近 20 年时间创

作了 92 幅《神曲》插图，力图呈现但丁

的人文主义精神。这套插图除 4 幅全

彩画外，其余全部采用银尖笔画法。

1495 年，波提切利创作了寓言画

《诽谤》。这件作品表现了古希腊作家

卢西安记载的画家阿佩莱斯受人诬告

入狱，重获自由后创作《诽谤》表达愤

慨和委屈的故事。波提切利在画中采

用拟人像的形式，抨击现实社会的黑

暗。画作色彩对比强烈，线条硬朗，构

图局促，弥漫着紧张气氛。

艺术风格的转向，时常与艺术家

的境遇互为映照。与顺遂和闪耀的前

半生相比，波提切利生命的最后 15 年

可谓转折剧烈。1510 年，他在贫病交

加中孤独离世。在波提切利之后，意

大利文艺复兴进入了“美术三杰”的全

盛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

尔星光熠熠，波提切利似乎已被遗忘，

直到 19 世纪末期，他才重新回到人们

的视野中。

英国历史学家朱利亚·玛利在《波

提切利画传》的结语中这样写道：“当

现代文明曙光拂去人们思想中的尘埃

时，波提切利这个响亮的名字，以及他

那些画技高超的作品，旋即征服了当

时的画家们。”波提切利的艺术代表了

文艺复兴早期的辉煌，呈现出那个时

代的美。他的艺术风格超越时间与空

间，直到今天依然在艺术、设计、时尚

和电影领域产生着影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

清新脱俗的美
—波提切利绘画赏析

马躏非

乘坐木船在阿联酋哈伊马角的海湾

一路前行，岸边的红树林虬枝错结，一群

火烈鸟在滩涂觅食。哈伊马角位于阿联

酋东北部，是该国 7 个酋长国之一，也是

传统的农业和渔业中心，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

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后，海面上出现

一栋木板房——这里是阿联酋苏韦迪珍

珠养殖场的展示中心。养殖场创办人阿

卜杜拉·苏韦迪告诉笔者，采珠业曾经是

阿联酋引以为傲的出口产业，为哈伊马

角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现在，

珍珠养殖场成为外国游客了解阿联酋文

化传统的一个窗口。

波斯湾地区盛产海水珍珠。早在公

元一世纪，古罗马博物学者老普林尼就在

《自然历史》中提到，“最完美与珍稀的珍

珠来自于阿拉伯海湾”。在公元七世纪，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打通了海上贸易往来

通道，中国的丝绸、瓷器销往阿拉伯半岛、

东非、欧洲，阿拉伯香料和珍珠也登船经

印度洋前往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

航海家扬·哈伊根·范·林斯霍滕也在其

《东印度水路志》中说：“贾尔法的珍珠天

下知名。”贾尔法就是今天的哈伊马角。

考古学家曾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发现

距今已有 8000 多年的珍珠，这可能也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珍珠之一。在乌姆盖万

和沙迦酋长国，也发现有数千年历史的

珍珠。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采珠业成

为阿联酋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约有

1200 艘采珠船活跃在当地。

天然珍珠采集难度极大。苏韦迪的

爷爷穆罕默德·苏韦迪曾经是阿联酋有

名的采珠人。每年盛夏，采珠船出发，船

员们开始连续几个月的船上生活。采珠

人身系长绳，绳头绑上石头，由同伴牵

引放入水下。他们将采集到的珍珠贝

放入胸口的篮子里，憋不住气时，由同

伴迅速拉出水面。周而复始，采珠人一

天要潜水上百次。而自然生长的珍珠

贝中，形成珍珠的概率只有 1%。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人工养殖珍

珠 技 术 的 发 展 令 传 统 采 珠 业 面 临 挑

战。1958 年阿布扎比发现石油后，传统

采珠业在阿联酋逐渐黯淡。但在苏韦

迪看来，珍珠不仅有经济价值，还是文

化和社会传统的一部分，“它们不应该

只停留在博物馆里和图片上。”带着这

份热忱，2005 年苏韦迪辞去公职，成立

了珍珠养殖场，向外国游客介绍阿联酋

采珠传统。

在复制的采珠船上，工作人员身着

采珠人服饰，再现当年采集珍珠时的情

景：茫茫大海之中，采珠人用刀破开一个

个珍珠贝，检视其中是否有珍珠；夜幕降

临，大家围坐船上，一边喝着阿拉伯咖

啡，一边吟唱歌曲，相互打气……养殖场

的展示平台四周悬挂着多张图片，讲述着

珍珠的历史和采珠人的生活，也展现着波

斯湾地区独特的经济文化景象。

今天，苏韦迪珍珠养殖场每年吸引

上万人前来参观，成为哈伊马角重要旅

游目的地。苏韦迪也时常潜水采集天然

珍珠，但只用于收藏。他说，采珠工作条

件非常严酷，采珠人需要排除万难、艰辛

劳作，一条船上的人们需要同舟共济、相

互配合，最终才能有所收获。千百年来，

这种奋斗和团结的精神也成为阿拉伯文

化的一部分。

的确，天然珍珠需要采珠人不懈努

力，才能浮出海面。世界上许多美好事

物的呈现，莫不如此，都需要不畏艰辛的

“采珠人”。

波斯湾上采珠人
管克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

精深。4 月下旬，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艺

术家们飞越近两万公里，抵达巴西、阿

根廷，开启大剧院对南美洲的首次交流

访问。在近两周时间里，中外艺术家与

当地观众通过联合音乐会、舞台艺术电

影、公开排练和大师公开课等形式，在

艺术交往中相遇相知，在文化交流中增

进友谊，谱写当代华章。

文化交流枝繁叶茂

中国与广大拉美国家虽相隔遥远，

但民心相亲，彼此间怀有美好情谊。近

两年来，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阿根廷

基什内尔文化中心、阿根廷科隆剧院和

乌拉圭国家广播电视演出服务中心相

继向中国国家大剧院发出邀请，希望中

国艺术家到访演出、开展交流。这 4 家

南美文化艺术机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

是由国家大剧院发起成立的世界剧院

联盟成员，彼此间展开了多维度、各类

型的交流合作。2021 年，基什内尔文化

中心、科隆剧院便曾在国家大剧院“四

海之声”线上演出系列中，呈现独具南

美特色的管弦乐作品。

国家大剧院自建院以来，多次邀请

巴西艺术家及乐团来院演出，观众反响

热烈。其中，圣保罗交响乐团是首支登

上 国 家 大 剧 院 舞 台 的 巴 西 交 响 乐 团 。

在筹备过程中，圣保罗交响乐团团长马

塞洛·洛佩兹热情邀请国家大剧院管弦

乐 团 的 音 乐 家 加 入 圣 保 罗 交 响 乐 团

2023 乐季，同巴西音乐家合作演出，并

将一场演出增加到三场，希望“给巴西

人民更多感受中国艺术的机会”。

当中巴两国艺术家在典雅辉煌的

圣 保 罗 音 乐 厅 共 同 演 奏 时 ，大 家 的 心

情 都 十 分 激 动 。 艺 术 超 越 国 界 ，以 音

乐 为 纽 带 ，两 国 人 民 的 心 更 紧 密 地 联

系在一起。执棒中巴联合音乐会的德

国指挥家凯文·约翰·埃杜塞感慨道：

“这是我首次同中国乐团合作，印证了

艺 术 可 以 跨 越 语 言 和 文 化 ，促 成 交 流

与合作。”

在埃杜塞的指挥下，中巴两国音乐

家共同演奏了中国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

序曲》、贝多芬的《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匈牙利作曲家里盖蒂的《罗马尼亚协奏

曲》等中外名作。音乐会上半场的乐团首

席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李喆担任，

下半场则由圣保罗交响乐团客座首席帕

布罗·德·里昂担任。三场音乐会座无虚

席，当地观众纷纷称赞中国音乐家精湛的

演奏水平和精巧的曲目安排。

在历史悠久的科隆剧院，国家大剧

院管弦乐团与科隆剧院高等艺术学院

的青年音乐家合作演奏了门德尔松的

《E 小调第四号弦乐四重奏》、莫扎特的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以及中国

作曲家鲍元恺的《紫竹调》等优秀作品，

中西合璧，余音绕梁。

艺术滴灌培育新芽

学习借鉴其他国家艺术发展经验，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是国家大剧院的文化使命之一。音乐传

承历史，彰显文化，跨越语言藩篱，易于被

外国观众欣赏和接受。因而，我们对音乐

会曲目安排颇费心思，力求凸显中外交

融。在演绎西方古典音乐之外，用西洋乐

器演奏的中国传统曲目也深受当地观众

喜爱。无论是悠扬雅致的《杨柳青》《紫竹

调》，还是充满节日气息的《春节序曲》，都

从不同侧面体现出中华民族高雅的音乐

品格。其中，采用拨弦演奏方式演绎的

《杨柳青》，轻快欢乐，别具韵味。

在音乐会之外，我向基什内尔文化

中心推荐放映国家大剧院出品的多部

舞台艺术电影，舞台上流淌的音符和影

片中动人的画面，如高山流水般呈现中

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例如京剧电影《赤

壁》，故事凝练、唱腔动听，一些经典场

景，如“万箭齐发”的草船借箭、炽烈壮

观的“火烧连营”，都给南美观众带来视

觉冲击和心理震撼。

借由大银幕，中华文化的美好芬芳

沁入当地观众的心田。阿根廷文化部

国 际 事 务 负 责 人 弗 朗 西 斯 科·塔 亚 纳

说：“京剧电影《赤壁》的展映是阿中文

化交流合作的生动案例，是中国传统文

化走近世界各地观众的历史性瞬间。”

演出之余，中国音乐家走进巴西巴

卡雷利音乐学院和阿根廷科隆剧院高等

艺术学院，为不同年龄学生开设多场大

师课。他们不仅以工作坊的形式引领同

学们在演奏技巧上更进一步，还分享了

在曲目选择和乐团面试等方面的经验心

得。在巴卡雷利音乐学院，一位同学分

享 了 自 己 在 中 国 出 生 、成 长 的 美 好 回

忆。李喆鼓励同学们坚持音乐道路，欢

迎他们来中国，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

施展才华。在科隆剧院高等艺术学院，

一位学生特地告诉他的“临时老师”、国

家大剧院长笛首席叶怡礽，在大师课上

学到的特殊气息练习技巧等，将帮助他

在音乐道路上取得更大进步。

以艺通心传递友谊

以文载道、以艺通心。近年来，国

家大剧院不仅推动更多中国经典文艺

作品走向世界，还广泛邀请国外名家名

团登上中国舞台。在一场场演出中，他

们亲身感受到中国观众的可爱，感受到

中国文化的可亲。

刚刚在国家大剧院结束 7 场“贝多

芬马拉松”的奥地利钢琴家布赫宾德惊

叹于中国乐迷之专业，少年儿童艺术素

养之高；德国大提琴家扬·沃格勒特意

观看了评弹演出，并与评弹艺术家进行

了交流，被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妙折服；

出生于阿根廷的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

感慨中国文艺观众群体不断扩大，年轻

观众越来越多……这些优秀音乐家在

世界各地演出时，也常常分享在中国的

见闻感受，讲述中华文化给他们留下的

美好回忆。这也充分说明，文化交流活

动“走出去”“引进来”，不仅能让中国了

解世界，也能让世界了解中国，为中外

文化交流奏鸣曲增添新的动人乐章。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平台，国家大剧

院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优秀艺术发展经

验，促进中国歌剧事业不断进步。即将

上演的普契尼歌剧《托斯卡》就由国家大

剧院携手上海歌剧院、陕西大剧院，与海

内外歌剧创排经验丰富的艺术家联合制

作、演出。来自意大利的歌剧导演阿蕾

桑德拉·潘泽沃尔塔与舞美设计师威廉

姆·奥兰迪与中国团队制作出现代感颇

强的舞台布景，为可歌可泣的爱情悲剧

渲染出忧伤氛围；莫妮卡·扎内廷、孙秀

苇等意、中两国优秀歌唱家在指挥家许

忠的带领下，联袂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与

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共同展现这部经

典歌剧的动人艺术魅力。这种合作模

式汲取中外歌剧艺术精华，共享艺术创

作经验，是国家大剧院携手国内同行向

海外优秀艺术家学习借鉴音乐艺术的有

益探索。

近年来，国家大剧院加强线上演播，

推出中英双语导赏，将凝聚中华文化精

髓的优秀演出面向海外传播，覆盖 17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00 万受众。在“融合

之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英国皇

家爱乐乐团联合音乐会”线上演出时，双

语导赏详细介绍了中国与西方音乐的不

同特点。一名厄瓜多尔观众留言道：“清

晨 7 点半的直播音乐唤我起床，聆听中

国的美妙乐音。此刻我戴着耳机坐在沙

发上，仿佛漫步于山间，微风拂面，鸟儿

鸣啼，花朵芬芳。”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华文明

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国家大剧院积极推

动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对 世 界 文 明 兼 收 并

蓄，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足迹遍及

五大洲。此次国家大剧院艺术家们远

赴南美，再次用音乐架起沟通之桥、相

知之桥，不仅将中华文明之美传递到遥

远的南半球，也带回巴西和阿根廷观众

的祝福与友谊，为中国与南美洲蓬勃发

展的文化交流事业再谱新章。

（作者为中国国家大剧院院长）

图①：在中巴联合音乐会上，指挥

家凯文·约翰·埃杜塞（中）同小提琴独

奏家宁峰（右）、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

席李喆（左）向巴西观众致谢。

巴西圣保罗州文化与创意经济厅

供图

图②：国家大剧院长笛首席叶怡礽

（右）在大师课上悉心指导阿根廷科隆

剧院高等艺术学院学生。

中国国家大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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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女 子“ 西 蒙 内 塔·韦 斯 普

奇”的肖像》。 马躏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