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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对艺术爱好者来说，维米尔是一位

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创造出与众不同经

典视觉图像的神秘画家。他没有像文

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那样描绘宏大的

基督教或希腊神话题材，然而他“寂静”

的一生实际上正处于17世纪欧洲风起
云涌之时。作为惯于沉默的巴洛克绘画

大师，他显然采取了与鲁本斯或伦勃朗

显然不同的创作态度。他对自身艺术家

身份的态度并未因为自己抹去了留给后

世的所有信息而彻底湮灭。相反，对他

艺术甚至是身世的探寻，变得更加令人

神往。

历史文献透露出的资料已使我们得

知，画家维米尔是17世纪欧洲社会人文
主义、科学与艺术精英圈中的一位超级

隐者。他与德尔夫特同乡、微生物学家

与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安东尼 ·凡 ·列文虎

克交情甚笃，荷兰外交官与科学世家惠

更斯的家族更是熟识画家与他的作品。

他本人对科学、历史和绘画本身的理解

在荷兰画派之中独树一帜，成为巴洛克

艺术的一代宗师。维米尔非常关注科

学、地图、知识与音乐。他喜爱将精美的

大幅欧洲地图悬挂在画室中，并多次在

重要作品中描绘地图；他也喜欢聆听音

乐，音乐会与乐器的演奏成为他绘画的

主要题材之一。这些都不得不使我们重

新思考维米尔艺术的产生背景与环境对

他的绘画起到了何种影响。除此之外，

在维米尔生活的时代，全球交流已经开

始，他的艺术也有必要放置在多元的情

境中思考和讨论，这一特征将帮助人们

从新的角度来理解其作品的珍贵性。

将复杂的科学理
念融合在静谧的绘画
空间，使维米尔独步  
世纪的荷兰画坛

维米尔被世界重新发现，看上去是

个十分偶然的事情。尽管他本人似乎更

倾向于使自己彻底消失在历史之中，但

却在20世纪以来大放异彩。要知道17
世纪的荷兰画派产生了数量庞大的画家

群体，一个作品数量有限、且风格似乎与

他人也比较“近似”的艺术家如果湮灭在

历史中并不会使人感到意外。

维米尔本人对科学、历史和绘画本

身的理解在荷兰画派之中独树一帜，这

也是他与其他荷兰画家的重要不同。维

米尔具有多种多样的兴趣，他在光学、制

图学、音乐、地理学和天文学等领域中拥

有渊博的知识，富于哲学和内省精神。

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宇宙和谐，从维米

尔的童年时代伊始，他便深受新的自然

哲学和严格方法的影响。维米尔的绘画

题材看似与其他荷兰风俗画近似，但是

在画面的呈现与内涵方面却泾渭分明，

与其他荷兰画家在画面表现的细节方面

展现出他自己的独特理解。历史学家韦

斯特福尔的研究表明：在文艺复兴时期

及以后的17和18世纪，几乎有五分之二
的科学家与制图学打交道。我们看到，

参与地图绘制的不仅有科学家，艺术家

与绘制地图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他们

本身就是制图者，地图是维米尔艺术世

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科学

的微观痕迹也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例

如在《天文学家》一画中，维米尔所描绘

的天文学家面前翻开的书，正是荷兰几

何学家、天文学家阿德里安 · 麦提乌斯

（AdriaanMetius）所著的《天文与地理总
论》（出版于1614年）。书的左边页面上
也有一个轮型星盘的插图，这个仪器由

麦提乌斯发明。

维米尔的作品充满了谜团，他被誉

为“德尔夫特的斯芬克斯之谜”。他作品

在后世的巨大声望不仅因为作品为数稀

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社会

与生活背景缺失。试图探寻他艺术之中

的深邃世界，就无法忽视他所身处时代

发生的社会变化，以及17世纪时期的科
学发展与个人趣味等复杂因素，他独一

无二的绘画魅力恰恰源自于此。

对于维米尔潜在的观众来说，他的

艺术世界设置了某种密码：如果试图理

解他的绘画，就需要解开一连串复杂的

谜语，而对于知识储备丰富的观众来说，

其中的部分乐趣来自于在还未理解作品

内容之前，就可以推断出这个谜语所蕴

含的意义。维米尔的艺术与对于科学独

特的看法，以及将复杂的科学理念融合

在自己静谧的绘画空间，都使他与大部

分17世纪荷兰画派的艺术家拉开了距
离。回顾尼德兰艺术，前辈大师凡 ·艾克

兄弟在光线和镜像方面的卓越表现，似

乎预示了北方绘画与科学密切的内在联

系。借助科学仪器和对世界的探索，北

方艺术家在作品中理性的思维和表现，

在几个世纪以来亦如科学的演进一样令

人惊讶，维米尔乐于接受北方绘画中的

科学传统，独步17世纪的荷兰画坛。

维米尔的音乐主
题具有深深的沉浸感，
没有大多数同时期音乐
作品中的“嬉闹”场景

学者埃德温 ·布伊森曾说：绘画是一

个不会改变亦寂静无声的世界。而维米

尔的作品却是一个转换，他的画中充满

了乐器和演奏音乐的人。在他近三分之

一的绘画中，画室暂时变为临时的音乐

会，在没有杂音的室内，人们沉浸在合奏

或独奏之中。17世纪所有荷兰绘画中的
音乐主题，占创作总数的十分之一之多，

也都以各种形式表现音乐题材。在风俗

画作品类型中，这个百分比还要更高。

例如弗朗斯 ·范 ·梅里斯作品的20%、德 ·

霍赫和雅各布 ·奥茨特沃作品的相当数

量都是以音乐作为某种表现形式。荷兰

画家对于音乐题材的热衷的确是个普遍

风气，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音乐主题不

少见，然而维米尔的绘画却没有大多数

音乐作品中的“嬉闹”场景。

维米尔在多幅作品中精确表现出各

种乐器以及演奏的场景，例如他在作于

1662-1664年《音乐课》、1663-1666年的
《音乐会》和1670-1675年的《坐在维吉
诺琴旁的女子》等等。

在《音乐会》一画中，维米尔极为写

实地画出大键琴（羽管键琴，harpsi 
chord），这架大键琴被鉴定为来自安特卫
普的著名乐器制造者安德里斯 ·鲁克尔斯

工场所生产。鲁克尔斯是16世纪和17
世纪来自荷兰南部安特卫普的大键琴制

造商，他们的乐器制作影响巨大，鲁克尔

斯家族为大键琴的技术发展做出了不可

估量的贡献，例如率先增加了第二层键

盘。维米尔的音乐主题具有深深的沉浸

感，在《音乐课》《中断音乐的女子》《弹奏

鲁特琴的女子》《手持长笛的女子》《绘画

的艺术》《情书》《弹吉他的女子》《站在维

吉诺琴旁的夫人》《坐在维吉诺琴旁的女

子》和《音乐会》这些作品中，描绘了志趣

雅致的抚音之人，他们或在独奏、或在合

奏，沉浸在美妙的乐声之中，只有忽至的

信札才能使音乐暂时停顿。

在17世纪，音乐和美术的发展基本
同步，都受到来自自然科学的强劲推

动。一代新人相继诞生，他们探索宇宙

及其蕴涵的力量；探究天体的运行以及

地球运动的规律；远出航海，寻找未知的

大陆；他们根据空间概念和透视原理发

展造型艺术；在音乐领域，则创造了空气

纵向共鸣的和声以及多音同时发响层层

组合的和弦。器乐的出现必须以机械

概念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深入人心为

前提。

如果没有自然科学观，人们就无法

形成和声意识，也就无法理解音乐乃是

多音的纵向组合，乐器比人声更加容易

配成和旋，并形成和声效果，表现和声的

魅力。伦纳德 ·史莱因告诉我们，复调音

乐的出现年代，正是多视角的绘画手法处

于极盛时期的年代，亦使音乐有了变得十

分复杂的可能。音乐在维米尔的世界中，

是精英的生活方式，他所关注的是艺术

家的理性尊严。诚如歌德所说，艺术的

尊严也许在音乐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因

为在音乐里没有可删除的材料。它完全

是一种形式和内在的价值，音乐还使它

所表达出来的一切得到提高和升华。

法国作家马塞尔 ·普鲁斯特认为维

米尔的《德尔夫特的远眺》是一幅有史

以来最伟大的画作。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幅画没有任何雕琢的痕迹，几乎就是

一座荷兰城市的地貌图。维米尔没有

杜撰，他只是叙述。他选取城市生活中

的场景与人们的生活态度，未经任何添

加却赋予它们超验的意味。在这次维

米尔大展中，观者可以窥见他的艺术轨

迹，以及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史

上最全的一次作品展，难以言传的欣赏

体验将是每一位观众所非常期待的。

维米尔的艺术正如布克哈特对艺术家

所做的精彩评语：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

多才多艺和有些莫名其妙的特性，因

此，能够隐约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

着与他们自身的神秘力量相匹配的威

力。这样看来，诗人和艺术家周围有着

更加宽广的世界，并以图画的形式与心

灵进行交流。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
授、博导）

正当上海博物馆的“从波提切利到
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持续掀
起观展狂潮，东一美术馆“波提切利与
文艺复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
分馆“现代主义漫步：柏林国立博古睿
美术馆馆藏展”将陆续启幕的消息，再
度拉满大众的期待值。

近年来，上海的美术馆事业始终走
在全国前列，艺术展览生态分外引人瞩
目，构筑起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拼
图。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特点就在
于国际化——世界艺术“顶流”特展纷
至沓来，全年不断档；与蓬皮杜艺术中
心、泰特美术馆、乌菲齐美术馆等国外
重要艺术机构长期携手；全球艺术家都
热衷于选择上海作为亮相中国乃至亚
洲的首选秀场。足不出沪便能尽览世
界级艺术作品，给观众带来莫大的福
音。与此同时，业内对于展览本土化的
呼声也愈加强烈。

这样一种本土化，并非指简单举办
聚焦本土化内容如上海故事、中国故事
的艺术展览，梳理、呈现城市或美术馆

丰富多元的艺术资源，更是指从自身基
因、本土语境出发策划展览。它意味着
一种策展思维上的转变，化被动为主
动，在国际视野中坚守自我。海纳百
川、兼收并蓄的海派文化，最终是为了
沉淀出自己的品格与态度。

需要明确的是，本土化与国际化不
是二元对立的。应当审视的，其实是仅
有他者视角的展示。任何艺术的萌生，
无论内容、方式还是观念，都与其所处
的地域、社会、时代等语境息息相关。
因而，引进海外相关内容办展，针对本
土化语境生发出的连接显得尤为必
要，不仅将拉近观众与展览内容的距
离，也将激发更多的思考。令人欣喜的
是，最近一两年以来，上海的部分展览
多少显出本土艺术机构在这一向度拓
展的趋势，也为未来展览的本土化指明
方向。

这种连接，可以来自艺术家本身与
中国、与东方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
系。西岸美术馆的“抽象艺术先驱：康
定斯基”特展，在最后一个展厅将康定

斯基晚年的艺术作品与三千年前中国
的青铜器并置陈列。晚年定居巴黎的
康定斯基，对中国艺术尤其是古代青铜
器流露出特别的兴趣，展览呈现的这组
对话，正是让人得以窥见中国古代青铜
器究竟如何影响了康定斯基这位西方
抽象先驱的作品，成为文明互鉴的最好
例证。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丁丁与
埃尔热”特展，辟出了一个满溢着中国
味道的展厅，特别为中国观众揭秘隐藏
在《丁丁历险记》中以中国为发生地的
《蓝莲花》故事背后真实的跨洋友谊。

这种连接，可以来自策展方所促成
的艺术家与在地文化之间的一种呼
应。外滩美术馆举办的瑞士著名艺术
家约翰 · 阿姆莱德中国首次大型个展
“再，再”中，一座想象中的“虎丘公园”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既新奇又亲切。
公园延续了中国人喜用就近街区命名
的传统，以“虎丘”二字呼应了美术馆所
在的街道，由阿姆莱德和来自上海的摄
影师张家诚合作完成。阿姆莱德为该
空间精选了九幅不同媒介和类型的作

品，张家诚则将它们置入上世纪末颇具
怀旧感的生活场景中，借这样一种特别
的方式重新思索设计的想象力。再看
浦东美术馆正对两千年前古罗马文明
进行盛大展示的“绝美之境：那不勒斯
国家考古博物馆珍藏展”。一张标注罗
马帝国与中国汉朝往来路线的地图，拉
近了中国观众与这个展览的距离。展
览以背景板文字揭示，原来，早在两千
年前，古代中国人和罗马人已展开彼此
间的想象。

这种连接，也可以来自展览内容与
本土在精神层面上看不见的对话。西
岸美术馆“巴黎建筑（1948-2020）：城
市进程的见证”特展看似呈现的是众多
巴黎案例，对于与巴黎同属历史文化名
城和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来说，却正是
可以从此次展览呈现的诸多巴黎案例
中汲取经验与灵感，激发关于历史文化
建筑保护、工业遗存活化、城市更新规
划、城市美学等方方面面议题的探讨。

不少海外艺术资源都能与中国本
土语境建立起某种连接。例如印象派

的东方情结，以及与中国哲学理念中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异曲同工，都将令
中国人面对这样的画产生共鸣感；世人
景仰的毕加索，对齐白石推崇至极，并
曾一语惊醒张大千；莫兰迪经典的静物
画，与东方绘画哲学中的禅意似乎存在
着某种精神上的交汇。甚至于，任何内
容如若置于比较视野中，都将延展出对
于本土有价值的思考。在展览中，这种
连接如何建立，考验的其实是策展能
力。在业内看来，目前国内的很多海外
艺展均有待进一步加强比较视野，深化
与本土的连接。

美术馆最为拳头的文化产品就是
展览。这是策展团队与展品共同呈现
的一件全新作品。展览的建构，关系到
美术馆的可持续发展。在多年的跨国
合作中，一些知名博物馆倒是给美术馆
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除了引
进国外特展，也时常携手国外知名艺术
机构联合策划特展，更重要的是，把凝结
中国文化精粹的展品通过自主策划推送
到一个个合作展馆。仅以上海博物馆为

例，该馆2021年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
艺术博物馆合作，联合来自7个国家的
12家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举办的
“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
展”，将陶瓷作为东西文化间对话与互
动的载体。而其近年来文化“出海”地，
则不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法国吉美
博物馆、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等全球博
物馆“顶流”。当然，如此具有本土化思
维的国际合作，首先需要馆方自身内功过
硬，赢得业界尊重。而美术馆业内之所
以呼吁展览的本土化，其实正是在呼吁
策展能力的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美术
馆影响力的扩大，话语权的建立。

美术馆不应仅仅是网红打卡地，其
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传承传播生生不息
的中华优秀文化、彰显城市精神品格。
当其面对全球各地抢滩登陆的优秀艺
术品，能够以本土化思维二次创作出一
个个全新的展览，唤醒文明互鉴的灵
光，开启广阔深远的思考，才可谓真正
在本土观众心中也在世界美术馆行列
刷出存在感。

引进海外内容办展，如何更好与本土化语境连接
月白釉

艺 · 见

绘画大师维米尔迄今最大规模作品展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举办

循着科学与音乐，让我们重探维米尔
郭亮

眼下，全球艺术展览的“顶流”，莫过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
物馆正在举办的迄今最大规模维米尔作品展。

17世纪荷兰绘画大师约翰内斯 ·维米尔最是以《戴珍珠
耳环的少女》为人熟知。他只有约35幅画作幸存至今，并且
散落世界各地，其中个别作品的真伪在学界甚至存在争议。
实际上，20世纪以来有关维米尔作品的大展也并不多，难以
完整观察和体验画家的绘画世界。因而，这次集结维米尔28

幅画作的大展被认为十分难得。目前该展所有时段预订票均
已售罄，折射出画家所受的关注程度与观众的强烈反应。

维米尔的艺术在五个世纪后的今天何以依然深深打动着
世界各地的艺术欣赏者？他十分有限的作品与他绘画世界之
深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也让他的作品格外耐人回味。

——编者

① ②

③

①在《天文学家》一画中，维米尔所描绘的天文学
家面前翻开的书，正是荷兰几何学家、天文学家阿德

里安 ·麦提乌斯所著的《天文与地理总论》

②在《音乐会》一画中，维米尔极为写实地画出大
键琴，这架大键琴被鉴定为来自安特卫普的著名乐器

制造者安德里斯 ·鲁克尔斯工场所生产

③法国作家马塞尔 ·普鲁斯特认为维米尔的《德

尔夫特的远眺》是一幅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作。从某

种意义上讲，这幅画没有任何雕琢的痕迹，几乎就是

一座荷兰城市的地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