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4 日至 24 日，“中国记忆——智利画

家何塞·万徒勒里摄影及速写展”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全面展示了画家笔下跨越时间和距离的

艺术共鸣与情感相通。

在拉丁美洲，人们把何塞·万徒勒里与墨西

哥著名艺术家迭戈·里维拉、大卫·西盖罗斯等

人并列。在绘画成就有口皆碑之外，万徒勒里

为推动智利与中国友好往来而缔结的文化交流

纽带，至今仍牵动着两国人民的心灵。

文化旅者 跨越山海

1988 年 9 月，万徒勒里逝世，享年 64 岁。

万徒勒里的一生，步履不停。 1924 年，他

出生在圣地亚哥。父亲是一位来自意大利古城

拉文纳的工程师，胸怀在祖国无法被理解的社

会主义理想，先后辗转巴西和阿根廷，最终定居

智利。父亲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对文学音乐的热

情，将正义和艺术的种子深埋于万徒勒里心中，

指 引 他 走 向 一 片 更 为 广 阔 的 天 地 —— 绘 画

艺术。

14 岁时，万徒勒里参加智利大学美术学院

的学习班。1940 年，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智利进

行访问的大卫·西盖罗斯，这位被称为“墨西哥

壁画三杰”之一的艺术家正为智利奇廉墨西哥

学院创作系列壁画，以纪念两国人民的民族解

放历史，万徒勒里幸运地成为他的助手。与西

盖罗斯共事的这段经历令他意识到，“艺术创作

是一种战斗方式，是对我们的材料、我们的思

想 ，乃 至 我 们 自 身 的 改 造 。 它 是 一 种 斗 争 形

式。”从那时起，这样的艺术理想和创作信念深

深根植于年轻的万徒勒里心中。随后，他开始

接受更多专业培训。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万徒勒里获得奖学金，

前往巴西交流。在那里，他不仅举办了首次个

人画展，还得到巴西著名画家坎迪多·波尔蒂纳

里的指点。回到智利后，万徒勒里为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聂鲁达的诗集《坎托将军》和长诗《马

丘比丘之巅》创作插图。“万徒勒里为我的诗作

加入了动人的插画”，聂鲁达曾不止一次表达他

对这位年轻艺术家的欣赏和喜爱。

1950 年，万徒勒里来到墨西哥，之后受邀

前往欧洲。在德国柏林，他参加了世界青年与

学生和平联欢节，正是在这次活动中，诗人萧

三邀请他访华，万徒勒里于是成为第一位应邀

访问新中国的智利艺术家。1974 年，他来到瑞

士日内瓦，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劳工组

织 等 绘 制 海 报 ，继 续 绘 画 创 作 并 多 次 举 办

展览。

在用步履丈量世界的同时，万徒勒里独具

个人风格的美学表达和绘画创作也成为一个

时代的见证和记忆。他的画作，伴随他的足迹

遍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大批革命家、艺术家

和知识分子中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曾任古

巴哈瓦那大学校长的胡安·马里内略评价道：

“他的优雅风度和聪明才智让他在痛苦和希望

之间找到了平衡……成为他那个时代卓越的

历史学家。”

艺术交融 丹青为证

1952 年，万徒勒里与妻子迪莉娅·巴劳纳

以及当时才 1 岁的女儿和平移居北京。他们起

初打算停留 3 周，结果变成了 3 个月，之后更长

达数年。万徒勒里结识了当时著名的中国艺术

家、文学家，并受邀参加由齐白石主持的艺术研

讨会。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万徒勒里的创作

风格色彩鲜艳、情感强烈，令人耳目一新。万徒

勒里则对中国绘画兴趣浓厚，他曾在笔记中写

道：“中国艺术让我重新认识和思考绘画是什

么。”他称赞齐白石为“中国的瑰宝”，并为自己

有幸成为他的朋友而倍感荣幸。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迎来重要发展契

机，经历着深刻变革。万徒勒里以艺术家的敏

锐，见证并记录下这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万徒

勒里的画作，尤其是版画，纯真质朴、鲜活热

烈，极富感染力，很快就在当时的中国绘画界

引起关注。他独特的艺术表达使他成为首个

在 北 京 民 族 文 化 宫 举 办 展 览 的 外 国 艺 术 家 。

此外，他还曾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启发学生

通过绘画探寻表达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方式和

语言，朱纯德、吴光宇等许多杰出的中国现代

艺术家都是他的学生。

在参与激动人心的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同

时，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和社会变革同样丰富了

万徒勒里的艺术创作。他创作的版画《农家女

孩》，生动刻画了一位正在放牧的中国乡村少

女，她身着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典型中国服饰，表

情自信而愉快。女孩身后的山峦和天空飞过的

群燕，已经能够看出中国水墨画的笔法。这一

时期，万徒勒里创作的版画不仅线条更加精巧

柔和，也使用更多曲线，并加入具有中国民族特

色的花纹；画面色彩更加丰富，中国传统靛蓝和

鹅黄被大量运用到作品之中。

在人物肖像之外，万徒勒里也热衷于描绘

中国山水。他于 1954 年创作的《长江》借鉴了

中国水墨丹青技法，整幅画作视野开阔，体现出

中国水墨画的朦胧、婉约与诗意。他在客居瑞

士期间的画作同样展现中国水墨画开阔的构

图、精巧的线条和独具一格的东方美学。画作

《归来》通过南飞的归雁、孤寥的渔船和茫茫无

尽的海面，让观者感受到一种难以诉诸语言、始

终萦绕心头的乡愁。

两种美学，两种文化，持续在万徒勒里的画

作中相遇并相互印证中智两国人民和两种文化

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和平使者 情谊绵长

万徒勒里是艺术家，同时也是中智友好交

流与世界和平的推动者。1952 年，万徒勒里与

聂鲁达以及时任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等

智利政治、文化界名人共同创办了拉美地区第

一个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为两

国在 1970 年建交发挥了积极作用。次年，他作

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副秘书长常驻北

京，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做

了诸多有益工作。

不仅如此，万徒勒里的妻子迪莉娅在第一

次来到中国后不久，便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西班牙语，为我国培养第

一代西班牙语工作者并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互

通与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的女儿和平自

幼 生 活 在 中 国 ，直 到 9 岁 才 开 始 学 习 西 班 牙

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和平分别就读于东交

民巷小学和北大附中，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普

通话，而且熟悉中国文化。

在父亲的画作中，和平一身红衣，扎着两

个蝴蝶结，坐在小板凳上，这个睁着大眼睛的

智利女孩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生活。由于父母

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信任与推崇，和平对医学

产生极大兴趣。回到智利后，她又在中国政府

的帮助下再次来华学习针灸。后来，她辗转日

内瓦继续医学学习，最终在哈瓦那完成学业，

为中国针灸的国际学术交流和传播发挥了重

要推动作用。父亲每每哮喘病发，和平想到的

都是针灸。旅居瑞士时，她还曾求助中国大使

馆 ，专 门 协 调 了 一 支 针 灸 医 疗 队 为 万 徒 勒 里

治疗。

如今，万徒勒里丰富的艺术创作同他与中

国的故事共同穿过时间的长河，跨越山海的阻

隔，持续为中国和智利，乃至中国和拉丁美洲之

间的绵长情谊谱写新的篇章。

2016 年，在中拉文化交流年框架下，万徒

勒 里 的 40 件 作 品 重 返 他 曾 任 教 的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美 术 馆 ，这 些 作 品 包 括 他 在 智 利 和 瑞 士

创作的 25 幅绘画，以及在中国创作的 15 幅素

描、水彩和版画。 2019 年，中国画家冯少协和

万徒勒里的画作，作为两种文化之间交流和对

话的象征，在智利米斯特拉尔文化中心进行展

出。今年，万徒勒里的摄影及速写展在中国美

术馆举办……

万徒勒里与中国的相遇是艺术的交汇，是

友 情 的 开 始 ，也 是 人 类 和 平 理 想 的 又 一 次 重

逢。他的画笔超越了空间，定格了时间。他是

跨越国界的艺术家与文化旅者，更是友谊与和

平的使者。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同者，更

以山海为证。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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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著

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东京逝世，享

年 95 岁。池田大作生前积极致力于中

日友好，为两国关系重建和发展作出了

贡献，是中国人民信赖和尊重的老朋

友、好朋友。

池 田 大 作 1928 年 生 于 日 本 东 京 。

1947 年， 19 岁的池田大作参加日本创

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的座谈会，

由此加入学会，并在户田城圣提携下成

为第三任会长。1968 年 9 月，池田大作

发出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倡议，

呼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广泛推进中日经济、文化交

流。他说：“不能忘记日本军部对中国

的侵略历史，绝对不能重复过去那样的

历史，一定要友好下去。”

1972 年 9 月 ， 中 日 实 现 邦 交 正 常

化。1974 年 5 月，池田大作首次来华访

问，他在书面讲话中表示“愿在中日两

国之间架设通向和平的‘金桥’，并在

永久的基础上进行真心诚意的对话”。

同 年 12 月 池 田 大 作 第 二 次 访 华 期 间 ，

因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不顾医疗小组反

对，亲切接见了池田大作。多年后，池

田大作时常深情地回忆起这次“一期一

会”的历史性会见：“周总理在展望 21
世 纪 时 对 我 说 过 ， 20 世 纪 的 最 后 25
年，对世界是最重要的时期。全世界要

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尊重，互利互

勉。周总理还以充满气魄的声音明确地

说，‘希望能早日缔结 《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 ’。周总理的亲切话语，至今仍

萦绕在我的脑海。”

池田大作创办的创价大学是日本最

早接纳新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大学。1975
年，池田大作亲自担任保证人，邀请新

中国首批 6 名公费留学生前往创价大学

留学。

池田大作同中国朋友一道，长期不

懈推进两国学术、教育、文化和青年交

流，先后获得中国艺术贡献奖、中日友

好 “ 和 平 使 者 ” 称 号 、“ 人 民 友 好 使

者”称号、中国文化交流贡献奖、“中

日友好贡献奖”以及百余所中国高等院

校名誉教授和名誉博士称号。池田大作

在日本积极推广敦煌艺术等中国文化，

他说：“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佛教艺术最

伟大的宝库，她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

全人类。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积

极致力于推进两国青年交流， 1968 年

提议邦交正常化时曾呼吁，无论日本青

年，还是中国青年，都应携起手来，面

带笑容地共同建设光明的世界。 1990
年他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教育之道、

文化之桥——我的一点思考》的演讲时

呼吁，“无论两国之间发生何种纠葛曲

折，我们都决不能切断友好的纽带”。

池田大作鼓励访华的创价学会青年们，

要“在各地吸收中国的进取精神和气

息，加深友情与信赖，以正确的史观构

筑日中友好的‘金桥’，构筑充满希望

的未来”。

2013 年 1 月，在中日关系陷入困局

的严峻形势下，池田大作公开撰文，呼

吁“缓和紧张，密切日中关系”。他在

文中表示，1968 年 9 月自己提议中日邦

交 正 常 化 时 坚 信 ，“ 没 有 与 邻 国 的 友

好，日本就没有未来，没有稳定的日中

关 系 ， 就 难 以 实 现 亚 洲 和 世 界 的 和

平”；1974 年 12 月访华，见到周恩来总

理和邓小平副总理，更加坚定了决心，

那就是为了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我们

必须要建立一座两国民众之间永不断裂

的友谊之桥。“每一滴让两国友好关系

更加深厚的心血都是通过日中民众面对

面、心连心的交流培育出的友情结晶。

这种友情无论面临怎样的考验和困境都

不会枯竭，反而让人倍加珍惜。”这篇

文章对日本社会各界在对华关系上的态

度产生重要影响，为两国关系转圜改善

增加了民意基础。

哲人其萎，德业犹存。池田大作

矢志不渝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对世

界和平的珍视、对人民友好的渴求贯

穿他的一生，直到生命终点。他以实

际 行 动 做 到 了 将 两 国 先 辈 不 辞 辛 劳 、

呕心沥血建立的友好关系传承给年轻

一代。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哲学家和

思想家，曾与世界众多哲学家和政治

家通过对谈交流思想，为人类社会发

展 贡 献 智 慧 。 他 是 著 名 的 桂 冠 诗 人 ，

一 生 创 作 的 众 多 诗 作 赢 得 广 泛 赞 誉 。

他的渊博学识、真知灼见和政治胆识

所 体 现 的 大 家 风 度 ， 以 及 虚 怀 若 谷 、

温润真挚的待人之道，令熟悉他的中

国友人至今难忘。

（作者为国际问题学者）

传承友好精神，永固和平“金桥”
—追忆池田大作先生

董世国

不久前，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景德

镇瓷乐队成员们手握瓷瓯、瓷二胡、瓷

琵琶和瓷笛，奏响令人陶醉的旋律，为

埃及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

宴。当地媒体评论称：“这场音乐会不

仅是艺术演出，更是一场以中国瓷器为

主角的文化交流与对话。”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瓷器往来可以追

溯 至 丝 绸 之 路 贸 易 繁 盛 时 期 。 9 世 纪

后，中国瓷器进入“大外销”时代。唐

代，连通东南亚和西亚的海路开通，中

国商人将瓷器运至东南亚，阿拉伯商人

前往东南亚或直接来到中国采购，然后

将其运抵波斯湾、埃及和叙利亚等地。

20 世纪 50 年代，埃及考古队曾在首都

开罗福斯塔特古遗址发掘出数十万片瓷

器碎片，其中许多来自中国，成为中国

和埃及历史上贸易联系紧密和文化交融

互鉴的实证。

在伊朗国家博物馆，笔者有幸见

到馆藏的 32 件中国元青花瓷器，它们

器形硕大、花纹清丽、工艺精湛，被

博物馆视为珍宝。博物馆前馆长卡格

自豪地说，伊朗是全球保存完好的元

青花瓷第二大收藏国。目前，伊朗 18
家 博 物 馆 藏 有 中 国 瓷 器 800 多 件 ， 其

中包括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器珍

品 ， 大 部 分 经 由 丝 绸 之 路 来 到 伊 朗 ，

为当时的皇室贵族所藏。

土耳其托普卡帕宫收藏了上万件中

国瓷器，青花瓷就有 5000 余件，其中

不乏精品甚至孤品。

伊兹尼克是土耳其西部的一座古

城，距离伊斯坦布尔约 100 公里，陶瓷

是这座城市的名片。在奥斯曼帝国时

期，中国瓷器广受欢迎。由于钟爱中国

青花瓷，奥斯曼帝国皇室要求伊兹尼克

的工匠们做出同样的瓷器，中国对伊兹

尼克的影响便从那时开始。

15 世纪，伊兹尼克工匠模仿中国

青 花 瓷 ， 制 作 出 大 量 白 底 蓝 花 的 陶

瓷。当时，蓝色调的伊兹尼克陶瓷烧

制最多，绿色也较为常见，花纹则以

树叶、蔓藤和中式云纹为主。虽然有

烧制陶器的经验，但当地匠人难以掌

握中国技术，无法达到烧制瓷器所需

温 度 ， 便 将 玻 璃 料 、 石 英 加 入 黏 土 ，

这种混合物的烧制温度低于瓷器的烧

制温度，虽无法制成瓷器，仍能做出

和 中 国 瓷 器 相 似 的 陶 器 。 16 世 纪 时 ，

伊兹尼克陶瓷融入更多色彩，例如紫

色 、 红 色 和 黑 色 等 ， 图 案 也 更 为 多

样，郁金香、玫瑰、柏树等形象被广

泛运用。

时至今日，陶瓷依旧是伊兹尼克的

象征。市中心的钟楼便以瓷砖装饰，上

面绘有扬帆航行于广阔海面的轮船。这

座城市记录下中国瓷器对伊兹尼克的深

远影响，也见证了中国和土耳其源远流

长的友谊故事。

回望历史，沿丝绸之路，中国瓷

器逐渐进入中东地区，以精湛工艺和

东 方 美 感 成 为 王 室 贵 族 的 珍 贵 收 藏 ，

并逐渐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印

证着中国与中东地区文化交融的悠久

历史。在这重意义上，中国瓷器堪称

历史的见证者。那些于历史遗址中出

土的中国瓷器碎片，曾经是古代中东

地区与中国之间源源不断贸易往来和

文化交融的一部分，在今天，成为历

史研究的宝贵物证。

聆听瓷器的历史回响
黄培昭

国际副刊国际副刊 1818 2023年 12月 19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