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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美术家向盟国、盟军领导人赠

送绘画作品，以此争取他们和盟国人民对中国抗

战事业的支持和同情。其中以1940年11月时任

中央大学教授的张书旂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赠送的

巨幅中国画《百鸽图》一事最具代表性、最具社会

影响力。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

虽有一些文字记述，但非常概括、简单。加之张书

旂在1941年就去了美国，1957年病故他乡，随着

时间流逝，国内艺术学界对他和他的艺术鲜有提

及，他和《百鸽图》的历史逐渐被人们淡忘。

2008年以后，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在做中国

抗战美术史研究时，在尘封已久的历史故纸堆中

发现，1940年末至1941年上半年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大后方的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上有不少

关于张书旂创作《世界和平的信使》（即《百鸽

图》）一画并赠送给罗斯福，祝贺他第三次出任美

国总统并以此表达中国人民期盼世界和平之愿

望的消息、报道和记叙文章。其中披露的不少史

实都不为今人所知晓。于是，我们决定对此历史

事件做专题研究。基于大量第一手史料的查找、

整理、稽考和研究，我们对战火硝烟之中张书旂

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驻地创作《百鸽图》送给

美国总统的历史以及他的艺术人生有了全面的

认知。

2010年，北京大学丁宁教授在美国的一次

学术会议上偶然认识了张书旂先生的儿子、美国

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少书。经丁宁介绍，我

与张少书建立了联系。其后一年多时间，我在与

张少书之间数10封电子邮件的交往中，更加增

进了对张书旂的人生历程和艺术生涯的认识。同

时，我产生了把他的艺术创作，包括《百鸽图》在

内的作品以及他在异国他乡那些不为国人所知

的经历记述一起带回国内的想法。我想让这位曾

经为中国抗战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后来又远渡

重洋，在北美各地克服种种困难，不遗余力地宣

传、介绍、传授中国绘画艺术，努力促进中国人民

与北美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而今却被渐渐淡

忘的艺术大家重新引入国人的视野中。

丁宁还对我说，张少书曾经告诉他，张书旂

生前曾多次对家人谈到想回国办展览、展览地点

首选重庆的意愿。这更增进了我要把他和他的艺

术引进回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西南大学美

术学院院长陈航的赞同和支持。此后，我就如何

实现这个想法与他进行了多次、仔细地磋商。

2011年 6月，我以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

馆员的身份向重庆市政府提交了一纸建言：《关

于举办张书旂中国画及艺术传承作品展览暨国

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告》。建言经重庆市政府文史

馆上报重庆市政府，不久便获批准、采纳，并决定

请中央文史馆与重庆市政府共同指导，重庆市政

府文史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西南大学等单

位共同主办，分工合作实施这项活动计划。同年

岁末，我与活动主办单位的同仁先后赴美国罗斯

福图书博物馆和斯坦福大学等地，致力相关的筹

备工作。在位于纽约市郊海德公园内的罗斯福图

书博物馆里，管理人员向我们展示了70年前罗

斯福总统就职典礼时悬挂于白宫墙上、至今完好

如初的《百鸽图》原件。画家精湛的艺技与荡漾于

画面其间的温馨和平气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

人。同时，管理人员还给我们看了1940年12月

23日张书旂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以及1941年

1月23日罗斯福总统写给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

委托他向张书旂致谢的信函原件，此外还有当年

美国报纸报道这件事情的一些珍贵历史资料。

经过紧凑而有序的筹备，2012年4月28日，

《张书旂中国画及艺术传承作品展览》在重庆隆

重举行。美国、中国台湾和国内多家博物馆、美术

馆所藏的112件张书旂中国画作品，以及其传人

的100件作品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公众见

面。《百鸽图》历经岁月洗礼也第一次远渡太平洋

回到它的故乡。重庆日报以《71年后“百鸽”万里

飞回山城老家》的通栏标题和整版篇幅文字详细

介绍《百鸽图》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曾经产生的广

泛社会影响。同年4月29日举行的“张书旂中国

画艺术及其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则吸引了国内

外百余位历史学家、艺术史论家和艺术家参会。

国内多家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展览和研

讨会的盛况。中国台湾的《艺术家》杂志也以《抗

战大后方文化艺术建构的划时代起点》为题，介

绍了这次国际艺术学术活动的情况。重庆市民与

张书旂家乡浙江等地闻讯而来的观众踊跃参与

活动的热情感动了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张书旂的

亲属。张书旂生前想回国举办展览，展览地首选

重庆的遗愿得以实现，这让年过六旬的张少书教

授备感欣慰。

抗战期间，张书旂除了向美国总统罗斯福

赠送《百鸽图》一画以外，还曾向英国首相丘吉

尔、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赠送了他的中国画作

品。送给丘吉尔的《云霄一羽》图是1941年张书

旂赴美途中滞留香港期间，应国民党军将领陈

孝威之邀为英国首相创作的，该画还由被称为

江东才子的杨云史配诗。1941年 11月 9日《香

港星期天信报》载文《一份赠予丘吉尔先生的中

国礼物》，同时刊登了这幅画作的图片和配诗。

《云霄一羽》图现存丘吉尔故居英国查特韦尔庄

园（Chartwell）。

在研究张书旂赠送绘画作品给盟国领导人

历史的过程中我想到一个问题，即抗战期间是否

还有其他中国艺术家把作品赠送给盟国、盟军的

领导人呢？这是否应该作为中国抗战美术史研究

中一个继续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内容呢？我以为这

种馈赠不仅仅是一种礼仪之举，它更体现了中国

艺术家在国难深重之际自觉的历史担当和责任

所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向往世间和平与人

生美好，是历代中国文人优秀的精神传统！

果然，不久前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2024年 6月，我抵达英国伦敦的第一天就

来到大英博物馆。成立于270年前、号称世界四

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藏品数量之巨大、内

容之丰富、品种之繁多、价值之珍贵为世界博物

馆中所少有。

进入博物馆大厅后，我径直走向中国馆。中

国馆里人流如织，东方人面孔居多，不少是青年

学生。陈列的展品从中国古代殷商时期的甲骨、

青铜、陶器、玉器开始，以历史朝代为序，一直到

中国近现代的水墨山水画、木刻版画，数量不下

数百。工作人员告诉我，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藏品

数量还不到其所藏的百分之一，而展出的中国藏

品数量占其所藏的比例则更低。

中国馆是一个狭长的方形展厅，入口正对面

远处的展墙上镶嵌着一幅巨大的壁画，有许多人

在画前驻足观看。对这幅名为《三菩萨图》的壁画

国内曾有媒体报道过，所以我比较熟悉。这幅制

作于15世纪的大型壁画原在我国河北省行唐县

境内的清凉寺中。上世纪20年代被英国人切割

成12块运回伦敦，后来入藏了大英博物馆。

不经意间，《三菩萨图》旁边不远处墙上的一

幅卷轴山水画引起我的注意。清新脱俗的气象、

精炼老道的笔墨都似曾相识。凑近一看，《移舟霭

壑图》，这是一代宗师黄君璧的作品。黄君璧是中

国近现代山水画的代表人物，1937年抗战全面

爆发后，他由宁入蜀，应聘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与徐悲鸿、陈之佛、张书旂、许士麒等人同事。黄

君璧1898年出生于广州，比徐悲鸿小3岁，比张

书旂大2岁。黄君璧性格沉稳平和，待人谦逊朴

诚，其山水画功底深厚，尤以描绘云水瀑布见长。

他的作品构图严谨、笔法苍朴、墨色雅俗共济，铸

成特点鲜明的黄氏山水风貌。

置身《移舟霭壑图》前，让我为之一振的并非

是笔墨的精到和其所描绘出的恬静安适，而是在

于画中题跋和画旁说明牌上的文字内容。

画面上有两段跋文。右边跋文：“移舟便住烟

霞壑，绿水青山长对吟。壬午年春画于柏溪，黄君

璧。”左边跋文：“欧文将军惠存。罗卓英赠，一九

四二年耶稣诞节。”

卷轴画旁边说明牌上内容的中文意思大致

为：这幅优美的山水画创作于1937年至1945年

期间。画中的题跋隐约揭示了这个时期的动荡。

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1896—1961）在1942年

圣诞节之际把这幅画赠送给了英国将军诺埃尔·

欧文（1892—1972）。

以上，已清楚说明了这幅画的相关情况，我

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罗卓英是中国著

名的抗日名将，曾经参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

昌会战、上高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指挥，以

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指挥才能给日军以沉重打

击。1942年4月，罗卓英受命中国远征军第一路

军司令，率军入缅作战。他指挥中国军队阻击日

军进攻，成功掩护英军撤退并接替其防务。以后

他又多次指挥中国军队与英军协同作战，以少胜

多，打败数倍于己的日军，战功卓著。罗卓英于

1942年底奉调回国。

在没有相关当事人历史记述和大英博物馆

提供相关历史资料的前提下，综合《移舟霭壑图》

的题跋、大英博物馆说明牌上的文字内容以及相

关历史资料，我对罗卓英向欧文赠送这幅绘画的

历史过往提出以下认识和推断：

1942年，罗卓英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

战，此间结识了同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英军司令

诺埃尔·欧文将军，罗卓英把黄君璧创作的《移舟

霭壑图》赠送给了欧文，欧文后来把这幅画给了

大英博物馆。

黄君璧于1942年春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创

作了《移舟霭壑图》（当年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遗

址位于现在的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街道柏溪社

区）。是年底，罗卓英在奉调回国离任前的圣诞节

之际将此画赠送给了欧文。

至于这幅画赠送的过往，我推断有两种可能

的情况：其一，罗卓英于1942年4月受命赴缅作

战时，黄君璧把这幅画送给了罗卓英，罗卓英后

来把这幅画转送给了欧文。其二，罗卓英赴缅时，

黄君璧托请罗卓英将此画赠送给在缅并肩作战

的英军首长。以上推断还基于如下背景：1940年

底张书旂向罗斯福赠送《百鸽图》一事在国内外

社会影响很大，黄君璧与张书旂是中央大学同

事，可能受到其启示和影响。罗卓英与黄君璧均

为广东籍人，两人在战时首都重庆期间过从密切

是情理中的事。

其实，以上对历史过往的深究和推断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中国艺术家的杰作成就为中国人民

与世界各国人民递增友谊的象征，以及优秀艺术

所表现出的伟大民族对世界和平与世间美好的

憧憬与向往。《百鸽图》和《移舟霭壑图》都见证了

这一点。

（作者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重庆现当代美

术研究所所长）

向往和平与美好的历史见证
——回眸《百鸽图》《移舟霭壑图》

□凌承纬

通过意念操控可以实现弹钢琴、写书法技能

的假肢，能实现裸眼 3D 效果的显示屏，全身 54

个关节可以灵活旋转操控的领先世界技术的人

形机器人……日前，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集

大成智慧·塑智造未来——设计智造与高质量发

展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此次展览汇聚

了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中国设计智造大

奖”（以下简称DIA）10年来的代表性案例和科技

前沿作品，以设计智造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为总

体逻辑，分为“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绿色发展”

“美好生活”四个板块单元并配合四个相关场景，

共展出180余件设计智造领域的优秀产品，首次

对中国设计智造发展与设计评价体系进行了全

面梳理，呈现了 10 年来我国在新时代产业高质

量发展和智能化转型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为新

质生产力的挖掘与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和典型

案例。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作为中

国创新设计领域的首个国际化的学院奖，中国设

计智造大奖自 2014 年发起以来已走过 10 年历

程。据介绍，10年来DIA始终以“打造国际一流

工业设计大奖”为目标，以挖掘新技术、新产品、

新模式的创新和应用为使命，以引领产业现代化

转型升级为导向，以专业性、国际性、前瞻性为旨

归，聚焦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与高人文关怀

的深度融合，在与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同频共

振的同时，亦致力于为公共卫生、生态危机、老龄

化社会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问题寻找解决

方案，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综合创

新设计大奖之一。

此次展览中，“人工智能”单元从“产业中枢”

“空天智控”“沉浸智能”三个视角以及“具身智

能”场景，多维度呈现了类脑智能技术在多领域

研发应用的发展现状。如“讯飞星火×华为昇腾”

国产化认知大模型一体机、灯塔工厂和智慧城市

的形成案例等，为内容生产和专业研发注入了新

活力。在空天智控领域，以地卫二的WJ-1B高分

辨率智能光学卫星、鳍源科技的FIFISH V-EVO

水下无人机、海康潜伏机器人等为代表的作品，

则展现了人工智能应用从群体智能扩展到深海

和太空探索的无限可能。此外，腾讯科技的游戏

科技助力数字文保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及敦煌研

究院的“寻境敦煌”数字敦煌虚拟现实深度漫游·

莫高窟第285窟等作品，则向人们揭示了虚拟现

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沉浸智能领域的突破。作

为人工智能的前沿发展领域，“具身智能”是对最

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具象化集成，在这一展览场景

中，由我国自主研发、可以商业化量产的通用人

形机器人 GR-1等则向人们展现了人机耦合的

未来智能奇妙图景。

展览中的“生命健康”单元通过“机能扩展”

“生命维护”“健康管理”三个方面和“脑空间”场

景，关注我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产品创新。展览

作品展现了生物科技与设计智造在生命维护和

人类能力增强方面的最新进展，比如阿里健康的

“健康体－盲文注音字库”等为代表的作品就探

讨了设计智造在弱势关怀、生命救援和高效医疗

设备领域的创新应用。围绕脑科学发展历程以

及脑机接口的未来应用，“脑空间”场景重点展出

了以强脑科技（BrainRobotics）的智能仿生手为

代表的系列作品，呈现出未来医疗健康的发展趋

势，更加凸显了设计智造在超越人类自身局限方

面的重要影响。

当下，如何协调统筹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

发展及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发展中国

式现代化要解决的一大课题。此次展览的“绿色

发展”单元，通过“低碳出行”“清洁能源”“绿色新

材”三个方面以及“低空经济”场景，聚焦设计智

造在不同领域推动绿色发展的具体实践。从中

既可以看到科技进步在实现循环发展方面的无

限可能，也能看到中国智慧在应对全球环境挑战

中的贡献，彰显了设计智造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方面的积极意义。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

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改变。展览的“美好生活”单

元从“优化日常”“厨房革命”“未来清洁”三个方

面，结合“智能厨电”场景，展现了技术革新所塑

造的人机和谐共生的全新生活图景。透明屏笔

记本概念机、会下棋的 AI 机器人、智能厨房电

器等，展现了从智能系统的日常普及到个性化

设备的切实应用，也展现了产品设计为现代生

活提供的智慧、高效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可以

看到人机交互方式的革新正在为人们的生活增

添着更多乐趣，也为通过设计创新提高生活品

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方面带来更

多可能。

“设计不但是助力制造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的创新动能，更是推动生活再造和社会创新的核

心引擎。”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表示，10 年

来，DIA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倡导设计的善意，通

过设计师切身的感知，凝聚起社会生活中的问题

意识，以设计智慧和艺术创意为人类社会共同面

临的重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它已经逐渐超出

了一个奖项的意义，正在力图为当前数字经济、

智能社会的创新发展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产业

智库，为‘中国制造’的自我迭代提供‘设计智

能’。”在高世名看来，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

物，当代设计师的责任是在 21 世纪新的科技条

件、社会关系、伦理价值中创造数字智能时代新

的生活美学，在新的数字文明中实现人的生存

与发展。他表示：“希望通过 DIA 的案例和实

践，让我们与各界同仁们一道，将艺创与科创结

合起来，汇集国内外优质的创新资源，深入探索

艺术科技思想的充分连通与政府高校企业的深

度协同，实现教育产业与社会整体创新的高质量

发展新模式。”

“DIA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抓住了今天数字

化、智能化的时代特色。”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秘书

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卢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0年来，DIA 在推进国家科技创新突破、助力创

新驱动等方面都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DIA 在

作品评选时一是注重展现我们在新一轮的产业

革命和技术革命前提之下的特色与担当，二是把

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同时作为两个重要的衡量

标准。10 年来，不少 DIA 的获奖作品已迅速实

现了市场化，很多产品销往国内外，实现了对不

同赛道和行业的引领，成为了推动产业发展进步

的重要力量。作为培养青年设计师的重要平台，

DIA 的很多获奖设计师此后也都走向了重要的

行业岗位，甚至在世界设计组织中担任要职。10

年来，DIA 不断走出国门开展专场推广，还持续

邀请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举办了百余场主题演

讲，把全球最新的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创新理念带

入国内的同时，也把那些成功的探索经验、思考

路径与成长历程分享给更多高校学子与相关从

业人员。“DIA 在学科引领与产教融合方面带来

的影响，使高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希望通

过总结来实现再出发，通过学术引领真正推动我

们的设计智造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

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此次特

展鲜明地传达出，无论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生命

健康领域，还是在绿色发展领域、美好生活领域，

注重科技创新与设计智造的深度融合，特别是新

一代信息技术所代表的前沿创新、颠覆性创新与

先进制造技术、先进生产方式在高质量发展中的

主导作用，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展览期

间还举办了“中国设计智造大奖十年历程与未来

发展”座谈会，与会专家对中国设计智造大奖进

行了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

用设计创造数字智能时代的生活美学
“集大成智慧·塑智造未来——设计智造与高质量发展特展”在京举办

□本报记者 路斐斐

艺 谭

《世界和平的信使》（即《百鸽图》） 张书旂 作

《移舟霭壑图》 黄君璧 作

“集大成智慧·塑智造未来——设计智造与高质量发展特展”展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