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责任编辑：路斐斐 2023年10月27日 星期五世纪美术

■关 注

今年正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一

带一路”倡议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合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同

时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文化艺术命题。正

因此，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国家画院在

2014年合作启动了“‘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

（以下简称“工程”）。2020年，该“工程”选取国内

外188位美术家的197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举

办了“‘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作品展”，并于今

年8月至9月，从中挑选部分作品在中国国家画

院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主题

美术作品展（首展）中进行了集中呈现。这一“工

程”吸引了来自埃及、冰岛、德国、俄罗斯、法国、荷

兰、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马来西亚、美国、墨西

哥、尼泊尔、日本、塞尔维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

坦、西班牙、亚美尼亚、以色列、约旦等国家的57

位艺术家的作品，彰显了“一带一路”的文化影响

力、艺术包容性和文明互鉴的可能。今天再度审

视这批作品，仍能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彰显文化记忆的认同

在古代，“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一般而言，陆上丝绸之路指起始于

古代中国长安或洛阳，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

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而海上丝绸

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

海上通道，即从中国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沿

海城市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后经印度洋到

达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丝绸之路”

（以下简称“丝路”）的历史文明不仅对中国产生

了深远影响，对沿线诸国的历史文明发展同样产

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其《文化记忆》一

书中所言：“‘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如果此问

题在群体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决定该群体的认同

及其对自身的认识，那么我们便可称此群体为

‘记忆的共同体’。其建立在过去的各种指涉形式

的基础之上。”历经两千年的文化积淀，“丝路”已

经构成了沿线国家、民族“不可遗忘的”文化记忆

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彼此连接交融的文

化记忆的作用下，一方面，各国人民得以增进对

自身“民族—国家”的群体认同；另一方面，因为

共同的文化记忆，也能够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

互理解和文化交融。因此，当我们提出新世纪的

“一带一路”倡议并启动“‘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

程”之时，立刻获得了世界各国艺术家的踊跃报

名参展。这正源于各国艺术家对于共同的“丝路”

文化记忆的共鸣、认同及其所具有的人类文明价

值发掘、艺术创作潜力的期待。

在此次“工程”的作品中，许多艺术家聚焦古

代“丝路”贸易所构成的中西贸易和文化彼此交

流融通的情景。如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家迪尔绍

德·阿兹佐夫的油画《港湾商队》，刻画了明代郑

和率领的船队抵达阿拉伯某港口的情况，画面中

有身穿铠甲的明代武士、侍女、官员、僧人和来自

古罗马等中世纪时期西方国家的商人汇聚在港

口开展贸易、进行交流的情景。类似的构图还有

乌克兰艺术家米哈伊·顾依达的油画《丝绸之

路——无界》。该作品似刻画了一个中国港口，穿

着中国古代服装的商人和西方商人并置在一个

画面中，背景是海面上张开着巨大风帆的船队。

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家柳鲍芙·迪欧拉在《大马士

革》里刻画了拜占庭式建筑中饮水的黑白马匹与

手捧绿植的女子形象，象征着当地人得到了经由

“丝路”而来的货物。以色列艺术家品卡斯的油画

《无题》同样刻画了远方而来的驼队带来货物的

情景。

这些作品中，许多欧洲艺术家则关注“丝路”

对欧洲社会历史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法国艺术家

泽玛德尔的版画《想象之城》刻画了曾经在“丝

路”上颇为繁盛，后来却因“丝路”阻断而隐没的

一座古老城市，他通过艺术想象的方式重现了这

座“丝路”古城的繁华。法国艺术家娜塔莉·米艾

乐以作品《窗外丝路》通过具有中国风格的瓷器

表现出瓷器经由“丝路”而传入欧洲的史实；意大

利艺术家克罗德·阿贝耶的雕塑作品《伟大的旅

行》则刻画了沿“丝路”前往东方探险的马可·波

罗形象，正是画中这位纤瘦的旅者后来写成了著

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正是由于“丝路”的连通，使得原本相距遥远

的中西文明构成了紧密相连的共同体。法国艺

术家米切尔·杰米格里阿尼的丙烯画《桑与蚕，世

界四季之丝》，就关注到小小的“桑与蚕”在中西

连通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作品采取三段式构图和

同心圆构图相结合的方式，以画面底部中心的半

圆代表古代中国，由此往外延伸辐射到南亚、中

亚和欧洲，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由“蚕丝”状的

线条连接成一个共同体结构。同样，日本艺术家

園山晴巳在版画作品《预兆》中以写实画法刻画

了一匹白色丝绸。丝绸看上去质地细腻却又满

是褶皱与起伏，既似“丝路”所经过的亚欧大陆，

又象征了东方与西方在这一匹白色丝绸上的彼

此交融。

此外，印度艺术家尼仁·森古普塔的油画《丝

绸之路：旅行，战斗和信仰》关注了“丝路”所带来

的佛教传播。佛教在印度发源之后，经中亚传到

古代中国，再经中国传到朝鲜和日本。画面中心

刻画了两座佛陀的形象，在佛陀左下方特别刻画

了玄奘的形象，在佛陀左右两侧刻画了经过“丝

路”传播佛教的驼队和马队，而从画面左侧延伸

到右侧的河道以及航船则似乎指代了另一条海

上“丝路”。

记录当代生活的体验

国外艺术家们不仅努力探寻“丝路”历史文

化的建构意义，而且关注到“一带一路”即新“丝

路”的提出及其对各国人民生活产生的深刻影

响。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

国日益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中国工厂生产的

产品经由“一带一路”被运往世界各国的市场，已

深刻影响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从“丝路”

到新“丝路”，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历史映射。法国

艺术家莫罗·科尔达的雕塑《大篷车》即利用不同

质感的材料和现成图像，如骆驼与汽车两种古今

交通工具的碰撞，象征了从古代“丝路”到新“丝

路”的历史转换。

这些作品中，有多位艺术家聚焦新“丝路”主

题。如美国艺术家简·迪克森的油画《嘉绍大桥》，

画家关注现代中国浙江境内连接嘉兴与绍兴一

座崭新的过江大桥“嘉绍大桥”夜晚的灿烂图景，

汽车尾灯、路灯、大桥灯光与月光交相辉映，随着

灯光的引导，观者的视线从前景马路一直延伸到

远景大桥，也象征着连通新“丝路”的一座崭新

“桥梁”。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家易卜拉欣·瓦里霍

热耶夫的油画《大丝路之大集市》刻画中亚多民

族地区借助新“丝路”形成的繁忙的集市贸易景

象，作品以一种波普风格进行刻画，人物与建筑

形象都极为简洁，而多民族五颜六色的服饰正凸

显了集市贸易的火热。印度艺术家努普尔的油画

《恒河》，刻画作为新“丝路”重要站点的“恒河”焕

发出的新姿，画家用无比斑斓的颜色进行描绘，

以凸显其作为重要航道的火热景象。此外，艺术

家们还关注到新“丝路”对各国人民日常生活所

产生的深刻影响，如俄罗斯艺术家柳巴文·阿纳

托里的油画《回归时刻》聚焦俄罗斯家庭生活，刻

画几位俄罗斯妇女在家里热切期盼她们的丈夫

从新“丝路”贸易归来的情景，从主体体验的角度

表现新“丝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展现文明互鉴与生命共同体

在刻画“丝路”历史与现实题材之外，很多艺

术家还将目光聚焦于更为宏大的文明视野和人

类生命视野，由此凸显具有全球视野的“丝路”文

化精神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意

义。这不仅体现了艺术家们对人类文明和平发

展、共存共荣的美好期待，也体现了艺术家们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通过这些作品及展

览，有助于我们彼此积极寻找共识、化解隔阂，进

一步深化交流和合作。

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背景下，许多艺术家关

注到“丝路”对于人类文明和平发展主题的重要

意义。法国艺术家雷米·艾融的《丝绸之路——向

世界敞开之门》是一件极具意味的作品，该作品

以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方式描绘了一扇打开的

大门与远处海上的船只。无论是古代“丝路”还是

今天的新“丝路”，对各国而言，都意味着彼此打

开大门，开展交流互通，而非封闭、对抗乃至战

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作品所绘，“丝路”构

成了人类文明开放共存、繁荣发展的一座“世界

之门”纪念碑。法国艺术家热哈尔·弗罗芒热的作

品《丝绸之路》同样关注人与人交流互动的主题，

其作品采取一种平面化的色块处理，其间夹杂着

拥挤的、符号化的人群剪影，他们或交

谈、或行走、或拥抱，所有被分割的色块

和人物元素最终又都统一于一个整一的

视觉系统。由此，艺术家也表达了对世界

和平稳定的期待。此外，还有乌兹别克斯

坦艺术家阿克马·努尔的油画《伟大的丝

绸之路》，呈现了“丝路”营造出来的人类

文明繁荣发展的灿烂景象。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作为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也是新

“丝路”的核心价值之一。在此次“工程”

的美术创作中，很多艺术家都注意到“丝

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恒久的生命价

值维度。在法国艺术家让-佛朗索瓦·拉

瑞尔的《生命之树》中，飞舞着的色彩斑

斓的丝绸蝴蝶在一棵大树上汇聚，象征

着文化融合的大树在不同文化的滋养下

得以成长。法国艺术家让-路易·梅娜尔

的《丝路与时间》，以抽象的由多种色彩

组成并呈现为DNA螺旋结构的线条象

征“丝路”，将“丝路”精神表征为人类生命的

DNA。同样，在土耳其艺术家塞尔玛·顾尔布兹

的《水上丝路》中，红色的纵横线条代表“丝路”，

犹如人类的“血管”；动物、人群、邮轮穿插其间，

犹如人类的各个器官或者细胞，只有通过“丝路”

的持续供血才能使其正常运行，“丝路”好似维系

人类生命运转的血脉。此外，乌克兰艺术家罗曼·

奥巴林斯基的画作《桑葚树》，由一株桑葚树勾连

起人类生命生活的历史图景，体现出生生不息的

蓬勃朝气。日本艺术家小林敬生的版画作品《日

复日——升空》，也通过云朵与植被、鸟兽与鱼群

等元素的并置，呼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概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极具启示

意义，有助于我们以艺术的形式重新思考如何与

世界沟通、凝聚共识，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丝绸之路”一方面联结了沿线各国共同的

文化记忆，推动了各国人民对“丝路”历史文化的

认同，构成了各国开展文明互鉴的重要基础；另

一方面，无论是古代“丝路”还是当代新“丝路”，

都负有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宏大使命，从各

国艺术家作品中梳理总结出来的艺术宗旨，既体

现了他们对于“丝路”精神的认同和契合，也为

“丝路”精神的深度发掘提供了启示。

（作者系中国评协会员，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讲师）

文化记忆与生命共同体
——国外画家笔下“一带一路”的文化表征

□郝 斌

1946年，刚刚结束了学生生涯的戴泽收到徐悲

鸿的邀请，赴北平艺专担任助教。在此，戴泽结识画

友、精进画技、精研画论，不断对艺术创作进行探索

与实践。在徐悲鸿的鼓励下，戴泽像一个忠实而不

知疲倦的记录者，不断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画于纸

上，以平实的艺术语言描绘着北平的街头巷尾、市井

生活，并由此拉开了新生活的序幕……

时隔77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画院主办，戴泽艺术基金会协办的展览“北窗高

卧——戴泽笔下的北京”9月15日在北京画院美

术馆面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作为“二十世纪中国

美术大家系列展”的第60个展览项目，以戴泽为研

究对象，展出其80件艺术精品，涵盖水彩、油画、素

描等艺术门类，集中展示戴泽围绕北京的创作，以地

域历史文化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展览主题“北窗高卧”出自陶渊明《与子俨等

书》，比喻人生悠闲自得。这也恰合戴泽对艺术纯

真、质朴的态度。此次展览将戴泽1946年抵京至

今，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用画笔记录下的北京城市变

迁一一展示出来。通过画家笔下的北京，观众得以

回望上世纪人民生活的真实缩影和老北京的风土人

情。展出作品涵盖了戴泽创作的两个主要类型：一

是以速写、油画、水彩等形式描绘身边人与物，具有

鲜明时代气息及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创作，二是画

面朴素、富含情感、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关于风景与自

然的创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戴泽受到时代的

感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用画笔描绘的崭新的北京

尤为生动，如作品《整修天安门》《修建十三陵水库》

《长辛店打铁》等，以高超的艺术水平展现人民当家

作主的喜悦与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彰显了现实主

义带来的精神力量，谱写了一曲曲时代颂歌。

“我喜欢画窗外，静静地画我看到的，一张接着

一张画下去。”晚年的戴泽依旧保持着艺术创作的激

情，勤勉地将现代北京定格于画布之上。由他创作

的《万寿春雪》《农业展览馆》等作品，融合传统元素

与西方技法，不拘形式、不限内容，将眼中之景信手

拈来。他还以自家窗前为景，创作了“北窗高卧”系

列作品。此次展览的展陈设计就以“窗”作为引线，

每个版块都以一扇窗作为起始，带领观众一起推开

戴泽艺术的“窗”，顺着艺术家的视线，看向他眼中的

风景。互动区域的设置也别出心裁，比如配合一组

“胡同”主题的作品，复原了老北京胡同的场景，让观

众与艺术家一起，沉浸式的漫步于北京街头。还有

“画记忆中的北京”观众体验区，让观众可以在展览

现场画下自己记忆中的北京，亲身参与到展览当中。

“从来艺境是佳境，尽力耕耘善保持”。正如徐

悲鸿对戴泽的这句赠语，多年来戴泽满怀着对生活

的热爱，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随着潮流来，随着潮

流去，顺乎自然，心平气和”，才让绘画成为了其生命

的养分，亦感染了许多观众，以这份朴拙、纯真的艺

术态度以及一生提笔的精湛画技，绘就出画家的精

彩人生。

回归时刻（油画） 【俄罗斯】柳巴文·阿纳托里 作

桑葚树（油画） 【乌克兰】罗曼·奥巴林斯基 作

大马士革（油画） 【美国】罗伯特·华雷斯 作

桑与蚕，世界四季之丝（丙烯画） 【法国】米切尔·杰米格里阿尼 作

推开艺术之窗 看向北京风景
□本报记者 李晓晨

万
寿
春
雪
（
布
面
油
画

1979

年
）

戴
泽

作

北
窗
高
卧
（
木
板
油
画

2013

年
）

戴
泽

作

母
与
子
（
艺
专
操
场
）（
布
面
油
画

1946

年
）

戴
泽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