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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三大名画之一，荷兰画家伦
勃 朗·梵·莱 茵 1642 年 创 作 的 《夜 巡》

（De Nachtwacht） 从不乏话题。这是当
时为阿姆斯特丹城射手队成员画一幅群像
的订件。伦勃朗在构图上一反陈规，画面
采用接近舞台效果的手法：光影明暗对比
强烈，每个人都在画面中，却错落有致。
独特的构图和色彩及明暗的处理，塑造出
一种紧张、神秘、动感的队伍出行氛围。
然而顾主们却很不满意，因为每人支付了
相同的钱，画面却没有为他们安排相同的
位置和清晰程度，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
口水仗，也让画家身陷窘境。

在经历了耻笑、切割、烟熏等遭遇
后，这幅《夜巡》终于让世人意识到——
谨慎的亮色使用、独到的光线布置，使得
画面充满了戏剧性色彩，令人惊叹。300
多年过去了，这幅作品如今是荷兰国立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进一步成就了伦勃朗

“光影大师”美名。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伦勃朗和他的时
代——美国莱顿收藏馆藏品展”，迎来了
70 余件荷兰黄金时代的真迹作品。站在
真迹前，很难不被荷兰画派笔触里细腻真
实的质感所打动。这是一次难得的集中面
对伦勃朗和荷兰画派真迹的机会。

这次展览中，可以看到一幅伦勃朗
的自画像，是创作于 1634 年的作品——

《双眼被阴影覆盖的自画像》。这幅画是
在他刚刚离开故乡来到阿姆斯特丹不久
后创作的。画面中，伦勃朗把自己描绘
成自信的年轻人，直视前方，贝雷帽的
波浪状帽檐给他的双眼蒙上了一层阴
影。老式的服饰，透露着一股传统的学
者风范，明暗效果让人觉得画中的形象
真实可感。站在这幅作品前，观者可以
与画家四目相交。

在63年的生命里，伦勃朗留下了100
多幅自画像，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在艺术
家中，很难有人出其左右。伦勃朗把自己
当成画面模特，反复捕捉表情以磨练画
技，反复进行光影明暗的尝试。此外，伦
勃朗的自画像还多了几分自传色彩。他一
生留下的文字资料很少，后人可以从自画
像中搜寻他的故事。

策展人劳拉·耶格尔说：“伦勃朗是
改变艺术史上人物肖像绘画的一位先
驱。他的绘画并不是表面地描绘人物的
外貌，更重要的是他的画作中有对人物
内心和精神世界的探索，他一生画过100
多幅自画像，是画自画像最多的一位画
家，可以说他在用这样的方式不断地去
探寻自己的内心。”

伦勃朗善于利用光线塑造形体，通
过光线的明暗对比来处理画面，创造出
用黑暗来表现光明的“紫金色黑暗”的
独特艺术风格。时至今日，“伦勃朗式布
光法”依然对绘画和摄影界产生着深远
的影响。

“闻香识罗湖——原弓个展”日前在罗湖美术馆举
办。这场展览由深圳市罗湖区委宣传部主办，展出的既
不是画，也不是雕塑，而是活生生的人和看不见摸不着
的香气。

原弓是中国当代知名艺术家之一。2011 年第 54 届威
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他与其他艺术家一起以“弥
漫”为题创作了 5 件大型装置，分别产生 5 种不同的气
味。其中，原弓创作的“空香”以水雾的形式释放熏香
的气味，制造出仙境一般的气氛和景象，让欧洲观众追
忆香料的起源，闻香思中国，从而引起了国际艺术界的
强烈反响。时隔 6 年，原弓再次在罗湖重新诠释“弥
漫”主题。

原弓的展览，观众必须来到现场，才会有一个完整的
体验。此次展出的作品 《闻香识罗湖》 颇受人期待。在
这一作品中，艺术家与广场舞团体互为介入的表演与装
置结合，具有开放性和参与性，使社会不同群体在发展
和交流中感知彼此的存在，通过互动装置释放各种自然香
气“闻”。

从2011年开始，原弓的作品就在威尼斯、卡塞尔、北
京、上海、香港等一些城市弥漫。本次展览策展人彭锋表
示，罗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是深圳最早的建成
区。这次在罗湖美术馆举办展览，是为了唤起中国人对改
革开放的记忆，以此纪念罗湖曾经扮演的改革开放“桥头
堡”角色。

“闻香识罗湖”原弓个展亮相
□林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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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眼被阴影覆盖的自画像 伦勃朗双眼被阴影覆盖的自画像 伦勃朗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
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油画真正传入并立足中国画坛始于20世纪。百年来，中
国的油画家在接受西方绘画技法之后，都在探寻油画语言及样
式的民族性和本土化问题，思考油画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
融。在“中西合璧”的探索中，中国的写意油画应运而生。

“文脉传薪——2017中国写意油画学派名家研究展”日前
在北京举行，120余幅油画作品呈现了当今我国写意油画学派
的整体面貌。“文脉传薪”系列展览开始于2015年，这一次在
2016年展出的50位代表艺术家作品的基础上，邀请各地中青
年艺术家参展，规模达到120余人。展览分为意韵、意写、意
象、意境、意念5个部分，分别呈现创作者在油画本体语言和
造型方式上的探索，体现油画材料的创新性应用与中国传统
文脉的关联。

百年来，中国的油画家花费大量的心血探索油画与中国

画融合的种种可能。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徐悲鸿、刘海
粟、关良、常玉、潘玉良等艺术家，就创作出大量优秀且带
有鲜明中国写意精神的作品；在杭州国立艺专的体系中，出
现了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吴大羽、苏天赐等一批具有
中国气派和国际影响的画家；新中国成立后，罗工柳、詹建
俊、靳尚谊等艺术家，不断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探
索。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精神”被几代油画家们所看重。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油画从西方传来，经过
几代艺术家的研究与创造，成为表述中国文化主题和表达中
国思想观念的视觉载体，更成为表现中国画家文化情怀的语
言。在全球文化交汇和交融的情境中，中国油画需要寻找自
己发展的路向。“写意油画”就是当代中国油画的一种新的学
术现象，也体现了中国油画家新的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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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油画呈现中国精神
□文 周

城市复兴迎来辉煌新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雕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早在 1979 年 11 月，雕塑家刘开渠就率领中国雕塑

家考察团出访欧洲考察。33 天中，这批年届古稀的艺术家
把城市雕塑作为重点，考察了从意大利到法国的 8 个城市
20 多个广场和纪念碑。老先生们满怀激情地把这次出访
的观感写成文章结集出版。在文集中，刘开渠满怀豪情地
写道，我们“一定会迎来雕塑艺术的辉煌新时代”。潘鹤
则呼吁“雕塑的出路在户外”。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雕塑
学会先后组织了全国上百位雕塑家出国考察，再一次大规
模地学习世界各国在“二战”以后大发展的城市雕塑、公
共艺术，使得我国的城市雕塑从观念和创作上保持和世界
交流。

这一阶段艺术家们青春焕发，在全国范围创作出一批新
的精品力作。如潘鹤为珠海市创作的 《珠海渔女》，至今仍
是珠海市的地标；如何鄂在兰州市黄河南岸创作的《黄河母
亲》，由“母亲”和“男婴”组成构图，分别象征了黄河母
亲和华夏子孙，早已成为兰州市的标志性雕塑。

与大众生活的普遍互动

2016年六一儿童节来临之时，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为了
增加节日气氛，特别把正在热播的动画片主角熊大、熊二和
光头强做成高大的城市雕塑，矗立在金融街相距中国证监会
百米之遥的地方。这对于普遍忌讳“熊出没”的中国股市不
啻是轩然大波。第一轮的反馈是熊大、熊二手指的方向正是
中国证监会，于是这组城市雕塑被挪换一个方向。不巧这个
方向正指向交通银行，只好又挪向面对金融街购物中心自
己。即便是这样，社会舆论还是不平息，最后只好把熊大、
熊二换成了两只猴子。可不巧的是，放置熊大、熊二雕塑的
时候股市是涨的，换成了猴子股市却下跌，于是社会舆论变
成了“熊走了”，来了“猴闹腾”。从 5 月底建起到 6 月 2 日
挪走，短短几天，这组城市雕塑引起的舆论旋风席卷全国股
民，引得网上热议。

这正是公共艺术的城市雕塑的魅力和敏感。因为贴近生
活，与大众的利益和审美息息相关，如果不符合公共利益和
习俗，再好的初衷、再有名的城市雕塑都会被排斥。

前不久，一些北京市民呼吁希望恢复北京“熊猫环岛”
的地名。熊猫环岛始建于 1990 年，地处亚运村口，其中的
两只大熊猫城市雕塑是四川省向北京亚运会献礼的作品。到
2005年，由于环岛已不能满足北京交通的要求，周边规划也
改变了，这个环岛和城市雕塑就被拆除了。那 15 年是北京
发展飞快的时期，广大市民与这个城市雕塑朝夕相处，它已
成为人们家园的一部分，也是北京市最著名的地标之一。于
是，尽管城市雕塑已经被拆除 10 多年，但在人们心里还一
直保留着那段岁月，还在呼唤它的回归。

雕塑公园是世界各国对城雕集中展现的通行方式。近年
来，我国的雕塑公园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甚至一些大企业
发展文化艺术、美化环境的重要举措，最为著名和成功的有
长春国际雕塑公园和芜湖国际雕塑公园，参与创作的艺术家
来自全世界。而雕塑公园也日益成为当地新兴的人文景观，
从儿童嬉戏、青年婚纱外景，到老年晨练，全方位地融入了
人们的生活。

大众生活之外的学术追求

在民众欣赏和游乐之余，艺术家们对于作为公共艺术的
城市雕塑还有着更多的学术追求。

在北京长安街东延长线国贸商圈东南角的苹果社区，是
北京最著名的民办美术馆今日美术馆所在。前些年，今日美
术馆举办过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徐冰的展览。他的作品中有
一组大型雕塑装置，几只用铁做成的凤凰被用吊车高高吊
起，特别是到夜晚，在五彩的灯光中，铁凤凰在暮色天空下
光彩夺目，飘飘欲飞。

郭沫若曾经创造了“凤凰涅槃”的形象，以比喻祖国
的新生。徐冰的这组作品无疑首先给人们带来的正是表现
21 世纪新时期对祖国、民族复兴的期待。这只光彩夺目的
凤凰，竟然是徐冰收集了各种废料即所谓的“城市垃圾”
创作出来的，其中既有作者环保理念的表达，更有作者以
艺术的眼光对生活社会秩序重组的努力。一切“化腐朽为
神奇”正是艺术创作和人类社会创新的目标。

城市雕塑：
从宏大叙事到社区阳光
□钱晓鸣

每天在首都天安门广场，总有熙熙攘攘的人流，而首先映

入千百万游客眼中的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在碑座上的8块巨型

浮雕是新中国最著名的城市雕塑作品，由刘开渠、曾竹韶等创

作于20世纪50年代。这组城市雕塑表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

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为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革命

斗争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市雕塑一直承担着国家、民

族的宏大叙事。进入 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公

共生活空间大量出现，城市雕塑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

黄河母亲 何 鄂（资料图片）

2010 年，徐冰的装置作品 《凤凰》 在
今日美术馆展出。 （资料图片）

珠海渔女 潘 鹤（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