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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法中建交 60周年，也是法中文化

旅游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60年一甲子

标志着纪年周期的新起点，是干支纪年轮回

的开端。对我而言，这一年的序幕于 3 月拉

开——3 月 23 日，一场跨越我艺术生涯各个

时期的回顾展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开幕。

我亦在法国巴黎策划一场秋季展览，展示中

国艺术家的绘画作品。我衷心期望，通过艺

术对话搭建法中文化交流的桥梁，奏响法中

友谊的新乐章。

回归自然，致敬经典

人们有时会用“空间主义”或“迷宫”形

容我的作品：几何体飘浮在空中，拱门和罗

马柱随处可见，迷离的色彩，流转的光影

……各种元素相互博弈，呈现出一个充满

动态张力又不乏平衡宁静的世界。

读 者 朋 友 不 妨 通 过 正 在 杭 州 举 办 的

“时光对话——雷米·艾融个人回顾展”来

了解我的艺术创作。展览集纳了 50 余幅作

品，这些画作既有抽象几何图形，也有对自

然界具象事物的描绘，比如海滨景观、建筑

外观和室内场景，有些则是二者结合，即所

有元素散落在一个由自由形体和光影严谨

构筑的三维空间，映射出我对光线与空间

结构的思考与理解。

我的绘画源于自然。我热衷于在触手

可及的空间里勾勒形态，从桌上的静物到

室内的每个角落，从工作室的静谧到生活

的喧嚣，再扩展至远方的风景与建筑，直至

地平线处清晰的三重分界——沙滩、海水

和天际。画布之上，最令我着迷的是光影

的游戏、构图的巧妙、空间的深邃和物与物

之间的几何关系。我钟情于法国后印象主

义画派画家保罗·塞尚或法国点彩画派画

家修拉画中的色块，它们如同阶梯上的一

格，或地上的一石，共同编织出画面全貌。

和大自然一样，经典画作也是我的创

作源泉。在法国美术长河中，涌现出诸多

流派宗师：从古典主义绘画奠基人普桑，到

巴洛克时期绘制大自然壮阔画卷的洛兰；

从于画布上舞动光影的印象派大师莫奈，

到后印象派用色彩和线条探求深邃意义的

塞尚；再到立体主义先锋毕加索与布拉克

……自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和祖父一起

去卢浮宫、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欣赏大师

们的经典作品。这些领路人滋养我长达半

个世纪的艺术创作，让我领悟到艺术家肩

负的三重使命：首先，要始终坚持自己的艺

术追求；其次，要将自己吸纳并理解的一切

传递给世界；最后，要与同代人携手，共同

肩负起这个时代赋予艺术家的责任。

中国山水，灵感源泉

大 约 20 年 前 ，我 与 中 国 结 下 深 情 厚

谊。从那时起，中国向我敞开一扇扇大门，

我前往中国举办展览、参加国际会议，一次

次艺术对话，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和热爱。

在中国文化视野中，人类之于自然往

往显得渺小，而在西方观念中，人类是宇宙

的中心。在我看来，这两种关于“人与自

然”的哲学思考正是中西艺术底色有所差

异的原因。以中法园林的迥异风格为例：

苏州园林令我着迷，其设计仿造自然，它们

曲径通幽，或搭建屏风作为隔断，或利用岩

石使人驻足，每次漫步其中，都充满探索与

发现；法式园林的建造理念完全不同，它们

创造视觉的延伸，体现对称性和秩序感，令

游人面对这些自然造物的变化时能够保持

内心的平静。

伴随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断深

入，我愈发认为，西方思想围绕语言、修辞

和 逻 辑 展 开 ，中 国 思 想 的 来 源 之 一 是 绘

画。可以说，中国绘画搭建了一座连接物

质世界与精神境界的桥梁。我惊喜地发

现，华夏大地处处皆画，山川、沙漠、草原，

每处自然风光都带来截然不同的创作灵

感。我尤爱黄山，甚至认为不去黄山就无

法真正理解中国山水画——云雾缭绕遮掩

山峰，悬崖峭壁仿佛溢出画纸的水墨笔触，

无一处、无一景不是中国古典绘画语言。

更不用提这个文明古国还创造出长城、京

杭大运河这样壮观的人文景观。我也享受

在中国各地探访风景，尤其喜爱江南水乡

的独特风光：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巧妙镶

嵌在一起，与穿梭其间的蜿蜒小路及潺潺

小溪营造出秀丽和谐的乡村景致。

中国是绘画艺术的伟大国度，无论是

古代水墨画还是现代架上绘画都充盈着传

统的魅力和创新的活力。中国传统山水画

中，时常只有一两个人位于画面一角，他们

或泛舟湖上，或悠游于林泉之间，意味无

穷。吴冠中是我敬佩的中国画家，他在法

国深造，作品既融合中西艺术精髓，又植根

于中国传统美学，作品的背后，是中国画家

对世界充满诗意的观照方式。他对光影变

幻、形态转换的细腻捕捉，以及在呈现山水

之美时惊人的造型创新，不断给我带来灵

感和惊喜，激发我的创作热情。

促进交流，寄望明天

2005 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与这片土

地一见钟情。近 20 年过去了，这种感觉从

未减弱、消退。中国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

的同时，人文传统也得到了传承与发展，中

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愈发

清晰，日趋重要。

随着对中国艺术、对中国的了解不断

加深，我开始在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绘画

风格。例如，本次回顾展中的油画《峭壁》

创作于 2007 年，体现出中国绘画对我的滋

养。和以往画作中的艳丽色彩、大块几何

图形不同，这幅作品呈现出中国画清淡悠

远的写意风格：峭壁之下有一棵树，两个旅

人在拱门下，眺望远处的山峰。

2020 年，我接受中国国家画院组织的

“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作品展邀请，完

成大型画作《丝绸之路——向世界敞开之

门》，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壮阔风景。海

洋连接法中两国，来自中国的商船乘风破

浪，抵达勒阿弗尔港和马赛港。在这幅作

品中，可以看到我画作中的常见元素——

双开的门形。这一意象对我而言意味着视

野的进出，是探索空间的一种方式。这幅

画中的门更为具象，拥有一把钥匙，寓意着

丝绸之路是中国对世界打开大门的钥匙。

海上的朝阳赋予画作以灿烂色彩，象征中

外文明交流互鉴前景光明灿烂。2023 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之际，中

国国家画院举办“一带一路”主题美术作品

展（首展），这幅作品再次于北京展出。

我认为，法中两国的友好交流与文明

互鉴对全球文明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对

于增进两国间的艺术对话和文化往来，我

抱有极大热情。2023 年，我多次前往中国，

在北京艺栈画廊成功举办以“迷宫中的沉

思”为主题的个人展览，担任“中法环境月”

青少年绘画大赛评委，在江苏省苏州市参

加 了 第 五 届 中 法 文 化 论 坛 等 活 动 。 2022
年，我策划的“色彩的探索——法国当代绘

画展”在苏州博物馆举行，展出 10 位法国当

代艺术家的百余幅作品。今年是法中建交

60 周年，我渴望借此良机，推动更多艺术家

携作品互访，为两国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

互鉴贡献更多力量。

10 年前，我被授予中国国家画院外籍

研究员的荣誉，同获此殊荣的还有皮埃尔·
卡隆、让·卡尔多、埃里克·德玛杰赫、克劳

德·阿贝耶、保罗·安德鲁等法国艺术家。

我相信，法中艺术家深入对话能够促进两

国民众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同时将助力构

建一个宣扬和平、赞颂艺术、热爱自然的美

好明天。

（作者为法国当代著名画家、法国造型

艺术家协会主席，本 报 记 者尚凯元采 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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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

丰富。从古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到

近代的西学东渐，典籍版本印刻着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脉络。如

果说 1688 年法文版《论语导读》见

证了中学西传，《几何原本》则见证

了西方文明的万里东来。

《几何原本》成书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学界普遍认为该书不仅是

古希腊数学成果集大成者，也是世

界最著名且流传最广的数学著作。

这件陈列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

馆“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

本展”中“美美与共”单元的手写满

文稿本《几何原本》（12 卷）是清代

康熙皇帝御用原件，分上、下两册，

线装装帧，高 28.5 厘米，宽 19 厘米，

是仅存于世的 3 部满文《几何原本》

之一。

《几何原本》中国之传：
中译版本的历史递变

现有文献表明，《几何原本》最

早 传 入 中 国 可 溯 至 13 世 纪 中 叶 ，

《几何原本》阿拉伯文译本随阿拉伯

算学一起传入元朝。最早的中译本

则产生于 1607 年，明代数学家、天

文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

窦根据德国神父克里斯托弗·克拉

维乌斯校订增补的拉丁文本《欧几

里得原本》（15 卷）合译译出。

徐光启和利玛窦的《几何原本》

中译本虽然只翻译了原书前 6 卷，却丝毫不影响其巨大贡献：不仅确

定了研究图形的这一学科中文名称为“几何”，还确定了点、直线、平

面等几何学基本术语的译名。清代，《几何原本》作为西方数学典籍

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的《子部·天文算法》，提要写有“原书十三卷，

五百余题，玛窦之师丁氏为之集题，又续补二卷于后，共为十五卷。

今止六卷者，徐光启自谓译受是书，此其最要者，遂刊之”。1689 年，

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张诚等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和天文历法知识时，

根据《几何原本》等书编译满文讲稿，即为今天所见的清康熙稿本《几

何原本》。该书为手写满文，由于康熙亲笔修改润色，书中留有不少

批红。1857 年，在徐光启、利玛窦笔译前 6 卷基础上，清代数学家李

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 9 卷。至此，《几何原本》

中译本得成全璧。

《几何原本》中国之用：
数学理念的哺育内化

2023 年 6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山东大学

教授杜泽逊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拥有近 2000 年历史的中国古代数

学专著《九章算术》：“它可以说是我们科技的老祖宗了，负数、分数、

方程、勾股定理，在当时最领先。”

中国古人早已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说：“周

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意即周代教育包括礼、

乐、射、御、书、数，统称为“六艺”，数学是其中之一，学者和官员历来

重视数学这门学问。《九章算术》正是产生于这样富饶的文化土壤。

《几何原本》译介进入中国，则揭启了中国认识、认知、认可西方数理

科学的序幕。此后，一批与几何学相关的数学译著陆续问世，如《测

量法义》《测量全义》《比例规解》等。

可以说，《几何原本》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播，也是

科学理念和方法的传播，架起了中外数学交流的桥梁，为我国近代科

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滋养，正如徐光启所言：“此书为益，能令

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

人不当学。”时至今日，中国中学几何课本仍以《几何原本》为基础。

《几何原本》中国之藏：
古今版本的交相辉映

《几何原本》中译本诞生已超过 400 年。回顾其中译本发展流变

史，当代中国正以丰富典藏和高质量出版彰显对这一世界科学典籍

的珍视和保护。

《几何原本》古版本首推国家图书馆典藏的明万历三十五年 6 卷

刻本，这是徐光启和利玛窦《几何原本》中译本的初刻本。故宫博物

院典藏的清康熙年间内府精写本《几何原本》12 卷也堪称瑰宝。中

国国家版本馆典藏的清同治四年曾国藩金陵官署刻本《几何原本》

（15 卷），由李善兰推动曾国藩出资刊刻，是 15 卷中译本的首次全帙

刊刻，同样价值非凡。

《几何原本》现版本以中国国家版本馆馆藏最为全面权威，共有

30 余家出版单位翻译出版的近 40 个版本，其中以崇文书局、中国书

店、上海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等版本较为精良。

版本林林总总，所用底本有所不同，例如，崇文书局影印了英国数学

家希思 1926 年英译本，中国书店的底本系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

五年刻本，文物出版社底本为明万历三十九年增订本。随着学界与

业界对《几何原本》历史价值、版本流变等议题的进一步研究，相信未

来会有更多《几何原本》精品出版物问世。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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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的帆船酒店、高耸的哈利法塔、规

模庞大的迪拜购物中心……提起阿联酋，

人们脑海中最先出现的是现代化地标性建

筑和热门旅游打卡地。然而，穿过高楼大

厦，避开车马喧嚣，这里也有传统与静谧。

在阿布扎比海滨大道旁的别样“小渔村”，

笔者体验到独特的海洋文化之旅。

日暮时分，烈日的灼热慢慢退去，阿尔巴

哈尔海滩上游人渐多，第三届阿布扎比海洋

遗产节正在举行：错落有致的木屋里，渔民正

在编织绳子和渔网；采珠船停泊在码头，采珠

人一边麻利地开取珍珠，一边娓娓讲述采珠

流程；演出人员身着传统服饰，一路载歌载

舞，穿梭于海滨村落，时而在渔村港口登船望

远，时而在香料、海产摊位前驻足交流。慕名

而来的游客们纷纷拍照留念，有的学习制作

渔具，有的围着采珠人问个不停，沉浸式体验

当地传统习俗，领略海洋文化。

在手工艺展示区，已经连续 3 年参加海

洋遗产节的优素福·艾哈迈德·阿里正在手把

手教一个小朋友编织渔网，双手飞舞间，渔网

越编越长。阿里说，他常教孩子编织渔网、制

作渔具，每次海洋节期间，许多年轻人来学习

渔网编织，令他深感欣慰，“这是我们的传统

工艺，也是我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联酋地处东西方交流的十字路口，

采珠业、渔业和造船业曾在历史上扮演着

重要角色，来自东西方的货物交换为这片

土地的人们带来丰厚利润。

伴随海洋贸易的繁荣，阿联酋的造船

业得到极大发展。到 15 世纪，当地匠人的

船舶制造工艺已经十分成熟，人们能够制

造 出 10 多 种 尺 寸 、容 量 和 用 途 各 异 的 船

只。制造船只时，工匠会把棕榈树纤维编

成绳索，用棕榈树干和进口木材搭建起船

体，再把棉花填充进木材间隙，最后用石灰

等制成的混合物涂抹船身。时至今日，这

些造船技艺依然代代传承。

海湾地区盛产天然珍珠，阿联酋的阿布

扎比、迪拜和沙迦等地都是珍珠的集中产地，

采珠业很早便在这里兴盛起来。阿布扎比曾

出土超过 8000 年的珍珠，考古学家推测，当

地人可能将其作为珠宝佩戴，也可能用它和

美索不达米亚人交换陶瓷或其他商品，这证

明珍珠贸易在新石器时代业已出现。

采珠业曾是阿联酋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之一。为掌握好这项技艺，采珠人需深入了

解珍珠生长的海床及其位置，并掌握专业航

海技能。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约有 1200
艘采珠船活跃在当地。每年 5 月至 9 月，采

珠人乘船出海，依靠简易的潜水设备下潜至

海底，每天采珠长达 14 个小时。自上世纪

20年代开始，人工养殖珍珠技术的推广造成

珍珠价格下跌，航运竞争的加剧也令当地造

船业面临困境。50年代，阿布扎比石油生产

起步，石油产业成为当地经济支柱，采珠等

传统行业的光彩逐渐黯淡。

近年来，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意识到历史

文化资源的宝贵，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尤

为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一系列与

海洋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应运而生，广受国

内外游客欢迎：乘坐传统采珠帆船游弋在河

道中，听采珠人讲述寻找珍珠的故事；行走

在珍珠博物馆一张张老照片和收藏品之间，

了解采珠人的生活；穿过采珠人生活的海滨

老城，戴上潜水设备体验海下采珠过程……

阿联酋阿布扎比推出采集珍珠之旅，迪拜建

立起珍珠博物馆，巴林修筑了“珍珠之路”，

让游客跨越千年时光，深入了解悠久的采珠

文化。

同时，海湾多国通过举办海洋遗产节，吸

引更多民众和游客深入了解海洋文化。卡塔

尔已举办 13届卡塔拉传统单桅帆船节，通过

帆船竞赛、文物展览、作坊展示等形式，展示

海洋遗产和文化，沙特、科威特、阿曼、阿联

酋、巴林等多个国家也参与其中。

暮色四合，笔者看到，“小渔村”中来自

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围坐在一起

尝试传统渔具制作，渐渐熟悉了采珠人的日

常生活，并跟随民谣跳起当地流传多年的

“棍舞”。文化交流、文明交融，如同颗颗珍

珠汇聚，愈发明亮，闪烁着温润的光芒。

领略阿联酋的海洋文化
任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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