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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5 月 ，第 二 十 届 中 国

（深 圳）国 际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交

易会召开，大芬村连续第二十

年成为分会场，吸引众多海外

文 化 创 意 企 业 和 政 府 代 表 团

的目光。走进被称为“中国油

画 第 一 村 ”的 大 芬 村 ，老 屋 祠

堂错落有致，画廊商铺挤挤挨

挨，西方经典画作复制品目不

暇接。

大 芬 村 位 于 广 东 省 深 圳

市，占地面积仅 0.4 平方公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一批批创

业 者 来 到 这 里 ，投 身 油 画 产

业。迄今为止，他们在大芬村

绘就 100 多亿幅世界名画复制

品 ，超 过 500 万 张《星 空》《睡

莲》《蒙娜丽莎》从这里走向世

界。2005 年，大芬村油画交易

额达 2.79 亿元，这一年前后，欧

美市场 70%的油画商品来自中

国，中国复制油画 80%来自大

芬村。

在大芬村后巷一间梵高主

题工作室里，我们见到了赵小

勇，一位颇有名气的“老画手”。

从湖南邵阳辗转来到大芬

村，赵小勇从事绘画已有 20 多

个年头。起初，为学好油画，他

拜师学艺，和七八名学徒挤在

十 几 平 方 米 的 画 室 里 磨 炼 技

艺。最初，画作滞销的窘境令

他 对 梵 高 的 坎 坷 境 遇 产 生 共

鸣，于是对梵高的画作愈发热爱，开始专门临摹梵高作品。20年

间，赵小勇绘制的梵高画作复制品达 10万余张。

2002 年，国内外市场对梵高复制画的需求增加，赵小勇常

常一个月收到六七百张订单，2004 年时，每个月的订单数量甚

至超过 1000 张。他说：“复制画绘制过程和工厂流水线作业没

什么两样，大家分工明确，有人铺底色、有人画眼睛、有人描耳

朵，枯燥但高效。”他完成一幅 50 厘米宽、60 厘米高的梵高自画

像只需 28 分钟。2005 年前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

村里每个画室都在不停地赶工、临摹、绘制，画工们如螺丝钉般

各司其职，千万次的重复临摹令他们熟能生巧，技法日渐纯熟，

对绘画也有了自己的思考。

“伴随经验和人生阅历的增长，临摹久了就会产生创作灵

感。”赵小勇说。大量临摹练习后，画工们似乎将世界绘画大师

的技法内化，纷纷拿起画笔开始原创绘画，在一笔一画中融入自

身对艺术的理解与诠释。

2014 年，赵小勇在老客户的邀请下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

如愿来到向往已久的梵高美术馆。近距离观摩真迹后，他发

现，梵高的用色和笔触与自己日夜揣摩的印刷画天差地别。

赵小勇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画工与画家间天堑般的差距，他不

禁感叹：“20 年临摹也比不上看博物馆一幅画。”自此，比起做

“中国梵高”，他更想做“大芬村赵小勇”。回到深圳后，赵小勇

创作了第一幅原创作品《画室》，踏上由“画工”到“画家”的艰

难转型之路。

赵小勇的转型之旅始于 2014 年，其实早在 2008 年，大芬村

的原创绘画探索便已悄然萌芽。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发往大芬

村的油画订单量大幅削减。画工们开始原创和产业“两条腿走

路”，原创绘画作品数量日益增长。大芬村的画家们或将西方风

景画技巧与中国传统水墨画风格相结合，或将欧洲写实画风与

中国写意精神贯通，在日复一日磨炼绘画技巧的同时，也在探索

新的绘画语言，表达并传递出自己的生活与艺术态度。

大芬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水墨画家杨文认为，用画笔记录

下时代的发展是画家的责任和使命，将西方绘画中的素描、透视

等元素灵活融入水墨画，可以使作品更具时代气息。在创作《都

市之窗外》时，他在墨色中融入素描的光影和质感，令这幅新城

市山水既有鲜明的现代感，又呈现出中西艺术和谐共生的独特

韵味。

人人有画笔，处处是画作。大芬村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国际

媒体的关注。英国广播公司称赞大芬村复制的世界名画“物美

价廉”；欧洲新闻电视台提到，大芬村是“8000 多名艺术家的栖

息地”；法新社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了大芬村在国外订单

下降与国内需求增长的形势下转型原创绘画的探索历程。在海

外媒体的不断关注中，大芬村与世界的距离更近了。

30 余年的精雕细琢为大芬村赢得“世界油画，中国大芬”的

好口碑。近年来，大芬村积极走出去，不仅与法国巴比松市政府

签署了《大芬—巴比松艺术友好往来协议书》，还携手美国加州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览。2018 年起，大芬村举办 3 届深圳大芬

国际油画双年展，邀请法国著名画家雷米·艾融、丹麦艺术家协

会副主席保罗·威尔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等前来参展、

写生、举办讲座。雷米·艾融感慨道：“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洋溢

着绘画热情的村落。”他鼓励画工们坚持以中国传统绘画为本，

融合西方艺术理念与绘画技巧，找到适合大芬村油画持续发展

的道路。

从一穷二白的弹丸之地，到遍地画师的艺术之村，大芬油

画村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对外开放交流的缩影。夏日阳光大片

泼洒在水泥路面上，一位戴着贝雷帽的画师打开折叠椅，摆上

画架，对着熟稔于心的巷道打起了线稿。曾在手边临摹的西

方经典画作精髓早已内化于心、融汇笔端，不疾不徐间，他已

绘起新的图景……

（肖佳桐、吕佳音、崔宸硕、林渝景、都艺、李雨轩对此文亦有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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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名城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相

比，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的曼托瓦有些默

默无闻，却同样令参观者流连忘返。这座历

史悠久的小城中不乏艺术珍品，集纳了文艺

复兴时期的璀璨艺术成就。

文艺复兴时期的曼托瓦是一座效忠神

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城邦，由贡扎加家族统

治。15 世纪中叶，贡扎加家族的卢多维科

三世侯爵邀请有着“现代风格”的艺术家装

饰城市，著名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安东

尼奥·皮萨内洛和朱利奥·罗马诺等都曾为

贡扎加家族服务。

城中最动人的作品，当属曼特尼亚历

经 10 年 精 心 绘 制 的 公 爵 宫 婚 礼 房 壁 画 。

画 家 利 用 科 学 透 视 法 创 造“ 视 觉 幻 觉 ”空

间，将一间不过 25 平方米的拱顶房间装点

为辉煌的殿堂，描绘了卢多维科三世一家

的形象。

婚礼房的建筑结构只有墙壁、门、窗、壁

炉和拱顶。置身其中，扑面而来的却是一片

富丽堂皇——装饰着石膏浮雕的吊顶以金

黄为底色，细腻的花纹从天花板蔓延至廊

柱。这一切都是画上去的，令人真假难辨。

房间的一面墙壁上，描绘着公爵夫妇在精致

的庭院里迎接贵宾、子女和近臣簇拥在侧的

场面。画家细腻刻画众人形象，不管是靠在

椅背上侧头倾听心腹耳语的卢多维科三世，

还是拿着苹果趴在母亲膝头的小女儿，都是

那么生动自然。另一面墙壁的廊柱外，是卢

多 维 科 三 世 一 家 在 城 郊 与 儿 子 相 聚 的 场

景。在这里，曼特尼亚画上了贡扎加家族显

赫的亲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丹麦

国王，尽管他们当时并未在场。这里的“写

实”并非记录历史，而是将卢多维科三世希

望看到的画面以栩栩如生的方式定格留存。

环顾四壁后，举头望向天花板，再次惊

叹于曼特尼亚的巧思。透过画家笔下的天

窗，笔者仿佛望见了蔚蓝天空，以及在屋顶

好奇地向室内张望的人们。得益于 15 世纪

科学透视法的发明与应用，画家能够在二维

平面营造空间感和体积感，创造逼真的视觉

体验。画里画外的对望，体现出这位文艺复

兴早期艺术家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不仅要

画出图像，还要“以假乱真”，使画面如一扇

“开着的窗”，让人们看见世界。描绘生机勃

勃的现实世界、描绘时代和生活，是文艺复

兴时期艺术家们共同的雄心。

在墙壁一根廊柱的精美花纹中，笔者发

现了一张同样张着好奇双眼的面孔。这就

是画家本人，他把自己偷偷藏在了恢弘的笔

下世界。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不仅在王公

贵族间盛行，市民阶层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订

购。一幅幅生动的肖像画得以传世，人们熟

悉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蒙娜丽莎》都是

其中翘楚。曼特尼亚的这张肖像画不但别

致，更强烈体现出对自我的肯定。可以说，

这 幅 自 画 像 正 代 表 着 文 艺 复 兴 的 内 驱 力

—— 人 ，以 及 对 人 的 生 活 价 值 的 肯 定 与

赞美。

除了精彩的婚礼房壁画，曼托瓦的公爵

宫内还有 15 世纪初绘画大师皮萨内洛未完

成的作品和许多精彩装饰。不远处，建造于

16 世 纪 的 得 特 宫 是 文 艺 复 兴 后 期 造 型 别

致、装饰华美的建筑典范。它由拉斐尔的得

意门生朱利奥·罗马诺主持设计，其中的巨

人室同样是依照科学透视法制造视觉幻觉

的精品。巨大的壁画覆盖室内所有表面，参

观者站在房中，如同身处巨人的战场。

曼托瓦以生机勃勃的姿态拥抱了文艺

复兴，成为西方文明史中的耀眼一笔。它曾

被授予“意大利文化之都”称号，这不仅强调

了小城的历史遗产，也旨在鼓励新的文化发

展。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曼托瓦展望着新的

“文艺复兴”。

曼托瓦的文艺复兴
褚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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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东起长安，经西域西至地中海

地区，向南延伸到印度次大陆，是迄今世界

上路线最长、影响最大的商贸与文化交流通

道。为纪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

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周年，位于浙江

省杭州市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在今年 6 月举

行了“2024丝绸之路周”系列活动，其中主题

展览“九天阊阖：丝绸之路上的长安”于 6 月

19 日开展，将持续至 10 月。本展览汇聚丝

绸之路沿线 18 家文博机构的 210 多件（套）

珍贵文物，通过展示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和传

世遗存精品，力图再现文化之都长安的动人

魅力和丝绸之路的繁荣图景。

交流互鉴交流互鉴，，彰显开放包容彰显开放包容

本次展览名称出自唐代王维的七言律

诗《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的“九天

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也是诗篇

中气势最为磅礴的一句。展览分为“世界之

都”“商贸之都”“文化之都”“时尚之都”“长

安与浙江”5 个单元。展厅入口处有一道朱

红色的“城门”，左右两侧各有一幅图，分别

是章怀太子墓中的《仪卫图》和《客使图》，后

者描绘了唐代政府外交机构鸿胪寺官员接

待外国使节的场景。踏入展览大门，参观者

仿佛穿越时空，徜徉古都长安，中外文明交

流互鉴的辉煌历史如在目前。

汉唐时期，长安因繁荣的经济和多元

的文化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际性大都市。“长

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随着唐

朝进入“开元盛世”，长安城人口达百万之

多，其中经由丝绸之路汇聚到长安城的外

国商人、使者、留学生、僧侣等就有 5 万余

人，世界多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里达

到空前高度。

本次展览展出了名列世界考古发现史

“四大石碑”之一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仿制品，原碑记述了唐代初期景教在中国

的传播情况。全碑饰以祥云、莲花、蓓蕾十

字等中西文化元素，刻有汉字 1780 个，在碑

文下方和左右碑侧刻有古叙利亚文。此碑

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明朝天

启年间出土。作为研究古代宗教文化、中

西交通史和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实物资

料，石碑被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

朝鲜金刚山长安寺等复制，碑文被译成英、

法、葡、意、日以及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在世

界各国广为流传。

唐时，长安城内商贾云集、邸店林立，

金银器、宝石、琉璃、香料和丝绸、瓷器、茶

叶等西来东往的货物在此中转交易。本次

展览中，一件出土于法门寺地宫的“八瓣团

花纹描金琉璃盘”吸引参观者纷纷驻足欣

赏。这件造型精美的蓝色琉璃盘产自地中

海东岸，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它盘沿外

折、腹壁斜收、盘底心凸起，盘内布满纹饰，

中心为八瓣蕉叶状围成的团花，巧妙运用

刻纹、釉料彩绘、描金等多种工艺，彰显东

西方审美碰撞交融下的和合之美。与琉璃

盘一同出土的琉璃器皿中，有的具有东罗

马元素，有的体现波斯风格，显示出唐朝对

异域文化的开放、包容与欣赏。

文化融合文化融合，，促进服饰创新促进服饰创新

唐代长安城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深刻

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男女服装形制多

样，着装方式个性自由。本次展览着重展

现了唐代服饰与域外服饰的融合与创新。

窦师纶是唐代长安著名丝织工艺家和

设计师，他受西域文化影响较深，在蜀锦织

造工艺基础上吸收中亚、西亚等地的“联珠

团窠”纹样特色，结合动物纹样，设计出一

种融合中原传统艺术与西域艺术特色的新

型团窠纹样，因窦师纶受封陵阳公，故人称

“陵阳公样”。它成为唐朝服饰的经典图

案，其后流行 200 余年，在丝绸之路上掀起

一阵“大唐热”。唐代张彦远在绘画通史

《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窦师纶，官益州大

行台，兼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

奇丽，蜀人谓之‘陵阳公样’。”对照本次展

览中的“对凤宝花纹锦”及锦纹复原图，人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件具有典型多元文化

风格特征的“陵阳公样”实物。该织锦纹样

外圈以花瓣做样，形成圆形窠环，以花卉包

围一对凤凰，它们姿态昂扬，仿佛争奇斗

艳，又似相互吸引。

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对

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吸纳。五代冯晖墓出土

的 50 多块彩绘浮雕砖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

亮点。浮雕砖上栩栩如生地刻画出 28 名男

女艺人演奏的场景，其中有两名着男装、戴

幞头的女性舞者，她们穿长袍、束腰带、蹬乌

靴，姿态活泼奔放。正如《唐书·五行志》记

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

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唐朝将境外西北

部游牧民族和外国人统称为“胡人”，紧身、

圆领、开衩的胡服形制在长安等地风行一

时。此时期唐朝女子也出现了戴胡帽、穿胡

服、着男装等现象，展现了唐朝女性独立、时

尚的特点和追求自由、平等的心态，也反映

出唐朝对外来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河运古道河运古道，，互通丝绸之府互通丝绸之府

2024年也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10周

年。闻名世界的京杭大运河始于春秋、

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而由洛阳一路

向西，溯河而上，直抵关中——长安的

漕渠古道，便是大运河的先声。本次

展览设置了“长安与浙江”单元（见上

图），以隋唐大运河为切入点，呈现长

安与浙江之间互通有无的历史景象。

浙江位于东海之滨，是京杭大运

河的南端。大运河、钱塘江、浙东运河

及海上航路交织成一张巨大的交通网，

将本地物产沿河运古道贩至全国，并沿

海上丝绸之路输向海外。宋太宗雍熙年

间，杭州、宁波等地设有管理海外贸易的市

舶司，与日本、朝鲜等国往来亦密。据《日

本蚕丝业史》卷一《生丝贸易史》记载，宋孝

宗淳熙十二年（公元 1185 年），“有唐锦十

端，唐绫、绢、罗等百十端……运往日本”。

浙江盛产丝绸，杭州、湖州和嘉兴三个

城市均有“丝绸之府”的美誉。杭州不仅是

古代国内丝绸市场的主要供应商，还通过

海上丝绸之路向东南亚、东非、中东等地区

出口丝织品。据记载，宋时每年涌入杭州

的商人超过 6 万人次。湖州丝绸被称为“天

下绸缎之冠”，湖州在明清时期成为当时全

国最大的丝绸生产基地，“辑里湖丝”“双林

绫绢”等湖州丝绸闻名遐迩。古代一度称

“秀州”的嘉兴在唐代有“秀州贡绫千匹”之

说，在宋代有“宋锦由来出秀州”之誉。明

清时期，当地丝绸产业发展达到巅峰，产品

远销日本、欧洲等地。

丝路连天下，文明耀古今。丝绸之路

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是古

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它昭示了

古代欧亚文明交融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揭

示了欧亚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历史轨迹和

历史规律。行走于中国丝绸博物馆“九天

阊阖”展厅内，一件件精巧的文物如同丝路

文明交流互鉴的时光之钥，让观众直观感

受到传承千年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作者分别为浙江省数智风格与时尚研

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丝绸与

时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 文 图 片 均 为 中国丝绸博物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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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勇工作室一隅。

林渝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