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贵文物展现丝绸之路的开放与包容

“欧亚衢地：贵霜王朝的信仰与艺术”
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李婷）“欧亚衢地：贵
霜王朝的信仰与艺术” 特展 12 月 28 日

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 这是该馆今年

的压轴展，亮相的 30 余件钱币、雕塑、配
饰等珍贵文物，展现了处于丝绸之路“通
衢之地”的贵霜王朝多元的文化艺术，进
而揭示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 文 化 精

神———开放与包容。
贵霜王朝是公元一世纪至四世纪存

在于中亚、南亚的古代盛国，被认为是当

时欧亚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安

息并列。 据史料记载，最鼎盛时期，贵霜

王朝的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斯坦绵延至

里海、 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 拥有人口

500 万、士兵 20 多万。 “如果把整个世

界看作一个生命体， 丝绸之路就是将东

西方文化串联起来的大动脉， 而贵霜王

朝便处于大动脉的枢纽位置。”本次展览

策划、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员

王樾告诉记者 ， 虽然贵霜王朝 存 续 仅

300 年， 但作为古代欧亚大陆交通要道

的交汇之地，它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促
进了早期东西文化交流， 闪烁着至今令

人惊讶的光芒。
以本次展出的丰收女神坐像为例，

这是一尊半圆雕，女神头戴高冠，右手上

举，左手于膝头持握丰饶角，双脚微抬，
踩踏于束腰圆座上。据王樾介绍，丰收女

神、丰饶角、带踏脚的高座椅都是希腊艺

术中经常出现的元素， 从此雕塑中可以

看出贵霜王朝对希腊文化的借鉴吸收。
而借助强大的国力和丝绸之路的便

利， 贵霜王朝也对周边地区的文化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本次展出的汉佉二体钱，
是很好的例证。汉佉二体钱分大小两种，
为铜制，并非浇铸，而是以打压法制作，
大小钱之间的重量比例大致为 1∶4。这种

制造工艺和重量比例说明了汉佉二体钱

是一种西方货币。 然而，钱币的图案一

面是类似贵霜丘就却时期铜币的动物，

马或骆驼； 另一面却标示了古代中国的

货币单位 “铢 ”，大钱上环绕着汉字 “重

廿四铢铜钱 ”，小钱上的汉字 “六铢钱 ”
呈品字形分布。 这种将两种货币文化特

点融于一身的汉佉二体钱，非常生动地

体现了贵霜文化对古代喀什、和田地区

的影响。
贵霜王朝对周边多种文化的包容，

不仅丰富了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内容，
也造就了自身特点鲜明的贵霜文化。 其

中，最具特色的本土艺术便是建筑装饰。
比如本次展出一件长方形外框， 中间为

三列四行边缘呈阶梯状的菱形或半菱形

块，中间镂空；边框下两个方孔，以便能

插放于某处， 可能是栏楯或窗户的一部

分。 而雕刻有勇士猛兽、双层莲花、连体

双鸟纹等图案的石制和木雕装饰构件，
让人们依稀可见当初建筑的恢宏。 从本

次亮相的展品可以看出， 他们还擅长模

制工艺，比如象头壁饰、飞天壁饰等。
在随身配饰方面， 贵霜王朝的百姓

喜欢佩戴用黄金做成的饰物。 本次展出

的一件黄金冠饰由龙头和龙身 部 分 组

成， 龙身曲度优美， 龙首以口衔圆形金

叶，行走时会产生摇曳的效果。 作为商业

文化的一种标志，当地人还习惯随身携带

各种材质的印押。 有趣的是，此次展出的

一件“铜制四面体人物印押”上，四面人物

形象各不相同，而共同之处是都表现出人

物行走时的动感姿态。 而“石制宴饮调色

板”则展现一幅生动的贵族宴饮图，记录

了贵霜王朝经济贸易繁荣昌盛的景象。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 丝绸之

路作为古代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干

线， 不仅促进了欧亚各国与中国的经贸

往来， 还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融的桥

梁。本次展览以古代贵霜王朝为窗口，以
充满异质文化特征的文物做展示， 生动

印证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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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炫酷科技如何“译介”创世神话
———“中华创世神话———互联网艺术大展”先睹记

筹备大半年之久的 “中华创世神

话———互联网艺术大展” 今天将于刘

海粟美术馆掀开神秘面纱。 键盘塑盘

古， 鼠标造大禹， 新兴互联网科技艺

术如何演绎中华创世神话， 若不亲自

走进展厅， 似乎无法想象。 昨天， 记

者赴布展现场， 先睹为快， 并特邀刘

海粟美术馆馆长、 此次展览主策展人

朱刚独家导览。
“混沌” “神游” 和 “创世” 作

为展览的三大篇章， 分布于三个展厅。
布展现场俨然庞大的科研实验室， 随

处可见对于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紧锣

密鼓的调试， 创作者与展馆工作人员

反反复复的协调。 布展的过程， 亦是

一次再创作的过程 。 人机互动 、 VR、
AR、 3D 打印 、 人工智能等一连串新

潮的名词， 都为展览插上创想的翅膀。
展览还配备了智慧导览机器人， 不仅

将为观众导览， 还将与观众互动。

3D 打印神话画卷中的
人物形象

一整个 “神游” 篇章， 就是一次

奇幻之旅。 一进展厅， 扫一扫二维码，
观 众 将 看 见 的 第 一 件 展 品 是 冯 健 男

《神鱼》 图文绘本原稿中的主角———一

条有着浓郁中国风的神鱼， 从画中跳

出， 穿梭于展品之间， 化展为山、 化

展为海。 这是借助时兴的 AR 技术所

构建的 “游观 ”， 以回应 《山海经 》。
虚拟的游历与真实的观展并行， 这条

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的可见但不可触碰

的鱼， 一会儿跳入兀自旋转的一对动

画瓷罐———吴俊勇创作的展品 《鸟兽

散》， 一会儿钻进山林间偶现神怪的写

意小品———柴一茗带来的作品 《搜神

记》 …… 《列子·黄帝》 有云： “昼寝

而梦游……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 神

游而已。” 人们惊喜地看到， 远古帝王

梦寐以求的 “神游”， 通过今天的高科

技手段， 已经照进现实。
“人机互动” 是 “混沌” 篇章五

组作品的共同关键词。 观众将在炫酷

的科技手段之下， 感受宇宙形成前气、
形 、 质三者浑然一体未分离之 状 况 ，
体验 “先天五太” 的宇宙状态。 比如

作品 《混沌之 “水”》， 创作者以水寓

意万物的载体， 同时结合磁流体元素，
将实体的运动存在赋予鲜活抽象的生

命韵律。 作品 《混沌之 “声”》， 则以

一面大鼓呼应 “远古”。 创作者利用音

画交互的手段， 将无形的声音转化为

实时的有形图案， 由此达到一种粗旷

原始生命的欢腾。 这些作品均由中国

美术学院的师生们创作。
顶 天 立 地 、 长 达 十 多 米 的 画 卷

《中华创世神话绘卷》， 可谓展览 “存

在感” 最强的作品之一。 虽然构图选

择的是中国画传统的大幅长卷 形 式 ，
配合相对写实的光影与颜色， 这幅作

品却是宋其金用电脑创作的动画， 依

次表现了 “盘古开天地” “共工与祝

融大战， 怒触不周山” 等十个耳熟能

详的中国神话故事。 画面同时叠加上

的， 是流淌的水、 颤动的电、 跳跃的

火焰等调动起人们多重感官的动态特

效， 令创世神话浪漫多彩的想象力与

史诗般的恢弘气魄喷薄而出。 毗邻这

件展品的 ， 是一台 3D 打印机 ， 将在

展期内为观众呈现 3D 打印雕塑的全

过程， 而那些被打印出来的雕塑， 正

是 《中华创世神话绘卷》 中出现的一

个个神话人物形象。

让创世神话通过互联网
走近更多人

创作者们的想象力有多丰富， 展

览予人的惊喜就有多强烈———看水墨

长卷 《上下五千年》 在电脑技术的加

持下如何有了五彩 ， 如何动了 起 来 ；
看以篆书书写的神话故事在 AR 技术

的助力下完成文字识别 ， 被 “翻 译 ”
成易懂的楷书 ； 玩上一把电子 游 戏 ，
体验像女娲那样 “补天”， 像后羿那样

“射日”； 二三十个上古神兽在年轻的

美院学生们的想象中变成了深得孩子

们喜爱的卡通形象， 甚至立体衍生成

泥塑、 玩偶……
“艺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将是艺

术与科技的融合 ， ‘互联网+’ 或者

说 ‘人工智能’ 必定将在我们的艺术

中得到呈现， 并且这种呈现会越来越

多。” 朱刚告诉记者。 他坦言其实很难

定义 “互联网艺术”， “这是一种与传

统艺术范畴不同的新的艺术形式或门

类。 它最早出现时被称为 ‘计算机艺

术’， 利用鼠标、 键盘进行艺术创作。
到了今天， 它已发展成以计算机为载

体， 以网络技术为支撑， 利用计算机

硬件、 软件和周边设备在网络及移动

网络终端进行艺术创作、 展示、 传播、
接受、 欣赏、 互动等活动。”

中国有着庞大的网民数量。 在朱

刚看来， 今天， 艺术要保持生活温度，
服务大众， 就需要走进网络世界， 并

以作品将正能量传递给习惯网络空间

的这一代人。 “此次展览的大多数作品

都是委约作品。 参与展览的很多年轻

人，让我特别感动。 这些 ‘互联网原住

民’， 对于中华创世神话题材所产生的

浓厚兴趣超出我的意料。 创作的过程，
是他们自觉了解、 探源中华文明源头

的过程。 我们也没有为他们设定黄帝

应该长什么样 、 女娲应该长什 么 样 ，
放手让他们发挥合理的想象。”

文化 公告

李雯琪纸雕灯箱 《后羿射日》。 纸与多媒体光影复合成神秘而又梦幻的

创世神话故事。 (展方供图）

汉佉二体二十四株钱。 （上海博物馆供图）

■本报记者 范 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