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9 月，第三届欧洲亚洲艺术与考古协

会会议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召开，200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汇聚于此。会议期

间，一本《止园图册：绘画中的桃花源》引发关

注。这本画册集纳了绘于 1627 年的《止园图》，

20 幅中国山水画套图以细腻写实的风格，从不

同角度描绘了一座华美秀丽的明代园林，画作

原件分别收藏于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和德国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止园图》令中国园林成为与会专家热烈讨

论的话题。“这套美丽的图画像一个梦境。”美国

伯明翰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凯瑟琳·保罗兴

奋地说，“我爱画中的美丽园林，更爱图画和园

林背后的动人故事！”会议特邀嘉宾、英国艺术

史学家柯律格对这本书尤其感兴趣：“真高兴时

隔多年，又听到关于止园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园林享誉世界。此前，已有颐和园、拙

政园、留园和狮子林等名满天下的中国园林被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在会议上引人关

注的止园，似乎名不见经传。它为何能够打动

世界多国的亚洲艺术研究学者？在止园和画册

背后，曾经发生过哪些动人故事？

园林绘画的“巅峰之作”

翻开精美图册，第一页写着“止园全景”。

然而，止园是谁所建？位于何处？建于何时？

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人们甚至无法确定图中描

绘 的 园 林 是 真 实 存 在 ，还 是 仅 仅 出 自 画 家 想

象。正是这些问题令《止园图》成为学者们的关

注焦点。

最早注意到《止园图》的国际学人是美国汉

学家高居翰。这位美国著名中国艺术史学家，

曾于 1979 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系列讲座上首

次谈及《止园图》。那一天，报告厅座无虚席，人

们都期待听一听这位被誉为“最了解 17 世纪中

国绘画的美国人”如何阐释中国绘画艺术。

然而令所有人感到惊奇的是，高居翰没有

以书画双绝的董其昌、个性张扬的陈洪绶和特

立独行的石涛开篇，反而将鲜为人知的画家张

宏和《止园图》作为第一讲的重要案例，并评价

张宏的作品是中国绘画“描述性自然主义”的高

峰，《止园图》则是中国园林绘画的“巅峰之作”。

时间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高居翰在一座

博物馆待售书画的昏暗展厅里，第一次见到《止

园图》，此后便念念不忘。从传统艺术史视角来

看，张宏的绘画不注重笔墨技法，但在高居翰看

来，这正是其卓尔不群之处：张宏将观察自然的

心得融入画中，创造出一套表现自然形象的新

法则，使笔下的《止园图》散发出不同于西方透

视画却又超乎寻常的真实感——他的绘画如同

相机记录。在第一幅图画中，他从今天使用无

人机才能拍摄到的视角，摹写了整座园林的鸟

瞰全景。其后的 19 幅图画，则如同在园中漫步

一 般 沿 游 览 路 线 拍 摄 照 片 ，记 录 下 一 系 列 景

致。与此同时，画家通过精心编织，令各图景致

都能与全景图的相关区域对应，从全局和细节

两方面再现了整座园林。

这种在异域文化中闪现的熟悉感紧紧抓住

了高居翰。从这套画中，他看到中西方艺术以

一种浑然天成的方式交融在一起：张宏继承了

宋代绘画的写实传统，并将西方写实技法融入

其中，令画作呈现出文化交流的理想状态。

1979 年，53 岁的高居翰重拾青年时期的悸

动，致力挖掘《止园图》的艺术史价值和重要意

义。然而，中国画派中表现实景的一派是否为

艺术主流？中国画家在面对风景园林时是否会

如实描绘？毕竟早在宋代，精通诗画的苏轼便

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面对争议，高

居翰首先需要回应的，便是张宏描绘的止园是

否确实存在。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努力。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高居翰出版经典著作

《气势撼人》和《山外山：晚明绘画》，深入讨论了

《止园图》，将其誉为中国写实主义的经典画

作。1978 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筹建“明

轩”，他特地拜访赴美指导的中国园林专家陈从

周 ，并 赠 其《止 园 图》部 分 册 页 复 印 件 。 1996
年，他联合洛杉矶郡立美术馆举办“《止园图》

展”，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 20 幅册页汇聚到一

起。1999 年，他开设中国园林绘画课程，冀望

借助众多选课学生的力量，寻得关于止园的蛛

丝马迹。2003 年，他在美国亚洲艺术研究协会

主讲中国园林绘画，以《止园图》开篇。

此外，高居翰还曾多次到访中国，考察过多

座中国园林。然而历经半个多世纪，他始终未

能证明世上真的有一座止园。

中西学人的接力追寻

2010 年，84 岁高龄的高居翰被一封来自中

国学生的邮件深深触动。信中写道，他们发现

了关于止园的诗文，确定了园主，但只能看到

14 幅《止园图》，因此冒昧请教高居翰是否了解

止园，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让他们看到全部《止

园图》。彼时的高居翰已成为艺术史领域当之

无愧的大师，但他对《止园图》的兴趣依然不

减，中国学者的新发现让双方有了进一步合作

的机缘。

原来，陈从周并未忘记《止园图》。他耗时

多年编成《园综》一书，并在卷首附上高居翰赠

送的 14 幅《止园图》黑白图片，作为全书唯一一

套绘画图像，与 300 多篇园记一同出版。这部

经 典 著 作 将 止 园 带 入 中 国 园 林 学 者 的 视 野 。

2009 年，园林史家曹汛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

明代文人吴亮的《止园集》，从而证明止园正是

吴亮所建，地址则位于吴亮的家乡江苏常州。

作为曹汛的助手，我和黄晓通过邮件与高

居翰取得联系。以止园研究为契机，我们有幸

与 高 居 翰 合 作 ，于 2012 年 出 版《不 朽 的 林 泉

——中国古代园林绘画》，成为该领域的第一部

学术著作。在研究过程中，止园也逐渐显露出

庐山真面目。2011 年，我们根据园记、园图信

息和现场地形，确定了止园的具体位置。园记

提到止园位于常州青山门外，《止园图》描绘了

城门，我们在地图上顺城门旧址寻找，发现《止

园图》描绘的河道轮廓依然保存

在城市肌理之中。

高居翰得知找到止园遗址后非

常高兴，但由于大部分园址已被开

发为居住区，旧日的诗意园居已然

难以再现。尽管如此，高居翰播

下的种子已落地生根，围绕

止园的研究不断深入。

2015 年，中国园林博物馆选定止园制

作精雕模型，作为明代江南私家园林

的代表，与馆藏的清代北方皇家园林

代表——圆明园模型并列。可惜高居

翰已于前一年去世，未能看到这一可

喜进展。 2018 年，中国园林博物馆、

北京林业大学联合收藏《止园图》的洛

杉矶郡立美术馆，举办了“高居翰与止

园——中美园林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以纪念

高居翰为中国园林研究和国际文化交流作出的

贡献。

10 多年来，止园一直是我和黄晓的研究重

点。2022 年，《止园图册：绘画中的桃花源》和

《止园梦寻：再造纸上桃花源》相继出版。前者

首次高清呈现了《止园图》全貌，并配以中英文

介绍；后者从园林、造园家、画家、园主及家族等

角度，对止园及其艺术、人物和时代进行了深入

解读，并介绍了中外学人代代传承的止园研究。

今年 9 月，我们将两部新作带到卢布尔雅

那大学，再次与柯律格相遇。他一边翻阅画册，

一边不停感慨：“高居翰心系止园 50 多年，你们

从事这项研究也有 10 多年了。没有想到，一套

图册、一座园林，会蕴含如此深厚的文化、如此

丰富的故事。”

如今，《止园图》分别收藏在美国和德国，止

园模型和遗址位于北京和常州，它们共同讲述

着新的止园故事，蕴含无限可能：园林与绘画，

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界限与隔阂通过

绘画消弭于中国园林艺术之中，交流与合作随

之展开。

自古以来，园林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凝聚着中国人对美的创造。如今，中国

园林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

色：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设有一处“中国园”，成为

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高居翰与陈从周

相遇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明轩”是第一座走出

国门的中国园林；今天，世界各地已有 100 多座

中 国 园 林 ，它 们 被 誉 为“ 常 驻 海 外 的 文 化 大

使”，供各国民众欣赏、体验中国的园林文化

和艺术生活。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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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过六旬、从艺 50 年之际，我

带领青春正茂的芭蕾人，踏上国际巡

演的新旅程。作为中国与西班牙建

交 50 周年、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建交

65 周年的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今年 9 月，江苏苏州芭蕾舞团携特色

剧目《忆江南——芭蕾精品荟萃》先

后赴西班牙巴塞罗那、阿尔及利亚的

康斯坦丁和阿尔及尔演出交流。

芭 蕾 艺 术 跨 越
山水，超越语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舶来品的

芭蕾艺术经过几代中国芭蕾人的辛

勤耕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

不断开枝散叶，收获累累硕果，呈现

出中国芭蕾的独有风采，也承担起传

播文化的光荣使命。

以 1950 年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

《和平鸽》为始，到 1964 年和 1965 年

先后诞生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和《白毛女》，中国芭蕾国际化探

索的历程经久不息，芭蕾语言独具

韵味。

《红色娘子军》是中国文艺史上

最具代表性的原创经典芭蕾舞剧之

一，诞生近 60 年，演出 4000 余场，至

今仍受到国内外观众喜爱。该剧融

会贯通了西方芭蕾技巧与中国民族

舞蹈的表现手法，是中西方艺术在芭

蕾领域完美融合的经典作品，亦是中

国芭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剧中“五

寸刀”和“娘子军”的操练舞蹈，很好

地将山东鼓子秧歌中的韵律节奏和

中国武术中的刀枪技法巧妙融入芭

蕾舞。意大利历史学教授玛丽尼拉

谈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认为，

它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越时代。法

国《世界报》这样评价：“女兵们在军

旗下练习打枪，用阿拉贝茨和敌人搏

斗，用大跳表现勇往直前，《红色娘子

军》在芭蕾舞台上塑造了英姿飒爽的

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为世界

芭蕾舞台增加了新色彩。”

伴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走

向世界，中国芭蕾艺术的黄金时代也

随之开启，《牡丹亭》《大红灯笼高高

挂》《敦煌》等一部部融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国古典戏剧精髓与中国古

典美学精华的芭蕾舞剧于世界多地

上演，如今的中国芭蕾已进入世界一

流方阵。

从北京到江南古城，苏州建筑细

腻精巧的一砖一瓦和江南文化的精

益求精，为苏州芭蕾舞团铸就“江南

芭蕾”的艺术品格。不断韬光养晦，

不断沉淀积累，“江南芭蕾”逐渐焕发

光彩：从 2021 年创排的芭蕾舞剧《我

的名字叫丁香》，到今年 4 月首演的

大型原创芭蕾舞剧《壮丽的云》，直至

走出国门的《忆江南——芭蕾精品荟

萃》，这些作品不仅获得国内市场认

可，也以优秀的艺术水准打开海外观

众的心扉。

艺术无国界，文
化有共识

《忆江南——芭蕾精品荟萃》巡

演首站定于西班牙名城巴塞罗那，也

是维多利亚剧院“2023 舞蹈季”的开

幕演出。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

《姑苏烟雨情》《离别》《绣娘》这些选

自芭蕾舞剧《壮丽的云》中的特色舞

段，将江南的景与情展现得淋漓尽

致。中国艺术家以精湛的舞台呈现

赢得全场上千位观众的掌声与欢呼

声，谢幕多达 7 次。

苏州芭蕾舞团自成立起，始终遵

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作原

则，在艺术风格的塑造中秉承多元文

化包容并蓄，坚持传承经典、与时俱

进，用芭蕾这一国际化艺术语言讲述

好有温度、有力量的中国故事。3 年

来，苏州芭蕾舞团积累了版权引进作

品《春之祭》、创作了现实题材作品

《我的名字叫丁香》和《壮丽的云》，古

典芭蕾经典之作《天鹅湖》也已完成

创排，即将首演。同时，舞团给予新

一代芭蕾人更多发展空间与更广阔

表演舞台，鼓励青年演员积极创编，

传达他们对艺术的探索和对时代的

感悟。

沉心静气的积淀是此次出国巡

演的必要准备。演出中，专门创排、

取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牡丹

亭》经典片段的《惊梦》惊艳全场。那

缠绵婉转的“水磨腔”，将中国昆曲这

一拥有 700 多年历史的传统戏曲剧

种融入芭蕾的优雅舞姿，再现了杜丽

娘与柳梦梅亦真亦幻的爱情故事。

今年在国内完成首演的《壮丽的

云》，开创了以芭蕾舞演绎科技题材

之先河，通过对苏州籍“两弹一星”元

勋、部队指战员等典型人物的艺术性

塑造，讲述了老一辈科学家不断突破

身体、精神和技术极限，圆满完成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感人事迹。

选自该剧的《离别》中的双人舞，既诉

说了夫妻离别、情恸不知归期的情

绪，又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舍小家、

为国家”的奉献精神。

下半场演出中直击心灵的舞蹈

《春 之 祭》同 样 打 动 在 场 的 所 有 观

众。看到大家一次次为中国艺术家

欢呼鼓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来自

中国江南的原创舞蹈，由俄罗斯作曲

家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美国编舞家格

伦泰特利编舞的《春之祭》，以及来自

加拿大温尼伯皇家芭蕾舞团版的《天

鹅湖》，通过中国芭蕾舞者的演绎，赢

得众多当地观众的喜爱。

在阿尔及利亚，“江南芭蕾”的热

度不减。在阿尔及尔的收官演出中，

一些国家驻阿外交官，以及阿尔及利

亚文化和艺术部部长等前来观演。阿

文化和艺术部部长苏莱娅·穆鲁吉观

看《离别》中的双人舞时，几度感动落

泪。我们用足尖标明“江南芭蕾”的新

高度和新姿态，也用足尖跨越了国界

和语言，共画中外艺术的“同心圆”。

转眼间，巡演归来已逾 2 个月，

一路上的点点滴滴仍不时浮现于脑

海。艺术无国界，文化有共识。新时

代的中国芭蕾在昂首阔步走向世界

的同时，也以其独有的表达方式让海

外观众触摸中国艺术的脉动，感受当

代中国的活力。在对艺术与美的追

求中，中国芭蕾人在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基础上，应努力创作出

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优秀作品。

（作 者 为 江 苏 苏 州 芭 蕾 舞 团

团长）

上 图 为 江 苏 苏 州 芭 蕾 舞 团 舞

台照。 江苏苏州芭蕾舞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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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

《止园图》其一。

《止 园 梦 寻 ：再 造 纸 上

桃花源》。

《止园图册：绘画中的

桃花源》。

以上图片均为刘珊珊

提供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

物 馆 中 的 中 国 园 林

“明轩”。

滑天铭摄（影

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