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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罗（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汉学
家，中国国家级人才
项目入选者，广州美
术学院教授、博导，中
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
流 研 究 中 心 负 责 人 ，
二王学研究中心专家

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主要从事书法学、铭刻与
写本学、美术文献研究与翻译、中国古代诗歌等
领域的研究。意大利文著作有《李白，其人其
诗》《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英文专著有

《孙过庭〈书谱〉综合研究》《以书护法——〈集王
圣教序〉研究》，中文专著有《尊右军以翼圣教》，
英文译著有张天弓《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读
和研究》。在《亚洲专刊》《华裔学志》《敦煌研
究》《唐研究》《中国书法》《书法研究》等海内外
权威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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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字一见倾心

《庄子·天下》有言：“万物毕罗，莫足以归。”毕罗的
名字就来源于此。见到毕罗，是在北京一个阳光明媚
的午后。他西装革履，温文尔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举手投足间颇有中国传统文人风范。

然而这位与中国书法渊源深厚的意大利学者，在
大学前并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直到高中毕业，因为我
喜欢外语，也对历史感兴趣，就想在大学选一门与欧
洲文明完全不同的专业。一位伯伯建议我选汉语，他
说将来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毕罗说，就这样，
他在1996年进入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汉语，开始接
触中国文化。

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大学第一堂汉语
课上，第一次接触汉字的毕罗就对汉字一见倾心。“教
材《现代汉语教程》上的字体有黑体、宋体，还有楷体，
楷体太漂亮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图案、这样的形态、
这样的布局。”毕罗惊艳于汉字之美。即便只是印刷
体，这种饶有手写趣味的东方文字依然让他着迷，课
余时间，他常常描摹课本上的汉字。

如果说毕罗起初只是纯粹地觉得汉字很美、很有
趣，那么来到中国学习的他才开始真正认识书法。

1998年下半年，毕罗第一次来中国。在北京电影
学院进修的半年时间里，他喜欢逛书摊买字帖，还喜
欢看大街小巷的灯箱广告，因为灯箱广告上有各种各
样的书法字体，隶书、行书尤其多。如此丰富的审美
空间让毕罗大开眼界，他至今还记得在阜成门看工匠
给灯箱刻字的情景。

对书法了解越多，毕罗就越渴望学习书法。1999
年，毕罗在意大利遇到了自己的书法老师王承雄。自
那时起，毕罗开始一边做研究，一边练习毛笔字。直
到今天，毕罗依然坚持每天濡墨写字。他说，临写是
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就像在和古人直接“对话”。

毕罗最喜欢的书法家是欧阳询，最喜欢的书法作
品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九成宫醴泉铭》碑文
用笔方整，字画匀称，法度严谨，高华浑朴，是楷书
中的范本。“我的目标是写一手‘九成宫’风格的楷体。”
毕罗笑着说。

后来，毕罗曾到中国美术学院留学，并前往浙江
大学进修，2007年获得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汉学博士学
位。他对中国书法的研究进入专业学者的领域。

一本字帖的延展

经常临帖不仅是毕罗的个人喜好，也是他研究书

法的一种方式。“临帖对我的研究影响非常大。经典书
法作品用笔、结构、章法的微妙，肉眼不一定能察觉，
潜心临写才可能有所领悟。”毕罗说。

尽管毕罗偏爱欧体，其研究视野却颇广，用他的
话说，就是“唐代及唐以前的书法现象都关注”。然而
毕罗也不愿将书法视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在他看来，
中国古人把自己的智慧、思想、情感都写进了书法作
品，一本字帖可以延展到当时的人文环境、社会现象
等多个层面，由此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中更加细微的面
目。毕罗认为：“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离
不开书法。”

毕罗的中文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就尝试以跨学
科的视角研究中国书法史。《尊右军以翼圣教》关注《集
王圣教序》，其源自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
由僧侣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刻制
成碑。在书中，毕罗运用历史、艺术、宗教等领域的研
究成果，不仅分析了《集王圣教序》的书风，还考究其
立碑的历史背景，探讨其社会文化意义。

以书法为切入点，进而关注中国古代的社会、人
文、地理环境等，是毕罗做学问的一种路径。而毕罗
的研究并非从文本到文本，他认同“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也相信深入现场可以更好地“靠近”古人。因此自
第一次来中国起，他便开始“书法行走”，在中国各地
寻访书法胜迹。2018年起，毕罗在《书法》杂志连载了
十几期《书法行走——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
化》，将他的所见所感与读者分享。

从湖南祁阳浯溪碑林到陕西西安长安区唐代建
筑，在毕罗看来，“书法行走”不仅是观摩碑刻等文物本
身，也是感受古代的文化氛围和生态环境。

2019年 5月，毕罗参加中国书协在浙江绍兴举办
的“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学术研讨会。会后，他穿
上汉服，在会稽山下与众多学者“兰亭雅集”，体验“曲
水流觞”，并现场挥毫写下自作诗：“初游斯圣地，未感
有倾心。俯仰十春过，西东岂不吟？”这次绍兴之行，
毕罗虽然没有看到书法胜迹，但身处茂林修竹之中的
他，仿佛与王羲之有了更多感应。“1000多年前，王羲
之看到的风景是否和我一样？”每每谈及此行，毕罗还
会想起当时的思绪。

受这次活动启发，毕罗开始系统整理王羲之诗
作，并于 2023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著作《一觞一咏：〈兰
亭诗集〉研究》。

促进中西书法交流

在西方汉学家中，专业研究中国书法的学者并不
多见。毕罗有专业学术视角，同时对中外书法交流充
满热情。多年来，他使用意大利语、英语、汉语发表出
版了多部论文和著作，把中国书法介绍给更多人。在
他看来，美是相通的，就像不会乐器的人也能欣赏音
乐一样，即便不会写毛笔字，西方人也可以感受到中国
书法的魅力。

在采访中，毕罗多次提到“目击道存”一词。他第
一次观摩书法老师写字时，曾啧啧惊叹——用笔稳
健，笔力遒劲，笔尖扭转跳动，灵动而精妙。毕罗相
信，很多西方人也会和他一样，被书法的书写过程所
吸引。

2022 年 7 月 8 日，广州美术学院聘请毕罗为该校
教授，随后成立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
由毕罗担任中心负责人。该中心汇集来自中国、意大
利、伊朗、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学者和艺术家，着重
培养书法史研究与书法文献翻译方向人才，致力于促
进中西方经典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除了日常教学，毕罗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
中。2023 年，他的英文译著《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
读和研究》出版，该书翻译自中国学者张天弓对书法
术语的简释。毕罗称，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希望该
书能够成为西方人“学习中国书法的基本参考工具”。

1826年，英国外交官戴维斯把中国书法启蒙教材
《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翻译成英文；1879 年，意大
利传教士晁德莅将《兰亭集序》译成拉丁文，收录在他
编写的《中国文学教程》；20世纪初，法国人米约把《草
字汇》译成法文，并于 1909年在巴黎出版……“100多
年前肯定有很多‘毕罗’。”毕罗认为，一定还有像他一
样的西方人，在中国和西方书法交流中搭建起桥梁。

毕罗喜欢中国书法理论中的“意在笔先”。这启示
他，成事要先有“意”，并在漫长的过程中为之不懈努
力，做学问如此，促交流亦如此。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电（记者徐嘉伟） 日前，“墨
彩交融——中国土耳其艺术交流展”在
北京举办。展览由土耳其驻华大使馆、
北京尤努斯·埃姆雷土耳其文化中心和
北京英杰硬石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
汇集了土耳其玻璃画艺术家图莱伊·穆
萨、土耳其湿拓画艺术家苏娜·科恰、中
国书法艺术家肖海明以及中国水墨画
艺术家周金良的众多作品，展示中土
书画艺术的多彩魅力。

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色
彩明丽的玻璃画。这些作品或表达对
人生的追求，或表现对生活的热爱，展
示了浓郁的土耳其风情，部分作品还
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极富观赏趣味。作
品的创作者、土耳其玻璃画艺术家图莱
伊·穆萨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4个月。活
动现场，她向观众详细介绍了玻璃画
的创作过程：“作画时，首先要大致勾
勒出构图的轮廓，然后进行大面积颜
色处理。玻璃画对细节要求很高，是
一门需要耐心和经验的艺术。”她表
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拥有众多艺
术瑰宝，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她从中
国文化中获取了不少艺术灵感，很高
兴能将这些灵感融入创作中，通过土
耳其玻璃画展现给中国观众。

蘸取颜料轻轻滴落在水中，利用
画针控制颜料的流动，待图案勾勒完
成，将画纸覆在水面上并慢慢抽离，
形成如流云般质感的作品——土耳其
湿拓画艺术家苏娜·科洽带来15幅湿拓
画作品，并在现场体验区展示土耳其
湿拓画创作过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
这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中国书法艺术家肖海明也在现场展示了书法的书写过
程。他的榜书作品苍劲有力，大气雄浑，收获诸多关注与
点赞。现场参观的约旦驻华大使胡萨姆·侯赛尼还饶有兴致
地用阿拉伯文书法为其题词。

工笔画艺术家周金良的绢本工笔画作品精细而逼真，
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色彩和审美意趣。在他看来，这次活
动不仅让中土两国艺术家展示各自的艺术成果，还促进两
国艺术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启发。

“土耳其和中国是两个经过数千年历史积淀、为人类提
供了丰富文化遗产的伟大国家。古丝绸之路上长达数百年
的贸易往来，也为土耳其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密切的文化交
流。这次展览汇集了土中两国丰富的艺术遗产，我相信这
也将是一次有助于两国文化交流的活动。”土耳其驻华大使
伊斯梅尔·哈克·穆萨表示，接下来土耳其驻华大使馆还计
划组织更多文化活动，促进土中两国文化对话，进一步加
强土中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6月23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情韵西部——吕智凯
水彩艺术展”与观众见面。本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
系列展，展示了吕智凯描绘西部风景的 10 余件水彩作品，
包括获得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的作品《曦》。

吕智凯，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其水彩
作品多以西北风景为创作主题，这源于他对故土乡情的深
厚情感与深刻感悟。他立足“西北水彩”概念，不断探究地
域水彩语言的当代性发展。

在创作中，吕智凯力求深化作品的精神内涵，用艺术
思维探求自然与人的情感关联，挖掘其中打动人心的视觉
元素，并将自然物象图式化为承载审美理想的形象符号，
以此传达西北地域的文化内涵与人性本真的情感内蕴。

以物寓意，借景载情，旷辽深远的图式空间、意与境谐的
色彩渲染、通透雄浑的水色运营，凸显出大西北深沉、博大、
内敛的地域质感，壮美和雅致共生，诗情与画意并立。吕
智凯作品中的西部风景不仅洋溢着西北文化气质，还反映
出艺术家的审美追求。他立足本土文化，感悟现实生活，
用真情实感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走出一条属于西北地
域风格的水彩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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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参观展览。 主办方供图

水彩描摹西部风景

闻 逸

曦 （水彩） 吕智凯作毕罗书写的陆游诗作《北窗闲咏》选段。毕罗书写的陆游诗作《北窗闲咏》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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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学者毕罗：

在书法中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
本报记者 赖 睿

意大利学者毕罗：

在书法中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
本报记者 赖 睿

不久前，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

行”启动仪式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书法”学术讨论会上，意大利

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将王羲之

《兰亭集序》与达·芬奇《蒙娜丽莎》做比较研究。这一中西融通的

类比，引发了与会者广泛关注和讨论。

“我觉得要把中国书法介绍给西方人，王羲之的作品是一个

代表。基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在中国乃至东亚的影响力，我认为

可以直接将其与西方最有名的绘画之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类

比，以此让更多人明白中国书法的文化高度和艺术分量。”说起自

己的观点，毕罗侃侃而谈。

从喜欢汉字到临习书法，再到研究书法，毕罗与中国书法结缘

已逾20载。他于翰墨书林间自在徜徉，在书法中感受中华文明的

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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