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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若抱着拍照打卡的心态，兴致勃勃
冲到浦东美术馆“上新”的大展“时间的
轮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大洋洲艺术
与传承”，人们很可能会有些失望。

就出片角度而言，这个展览是乏善
可陈的。占据一整个楼面、三个展厅的
体量，真不算小，布展却极简得近乎单
调：清一色的白墙、白展台加上玻璃展
柜。大洋洲的氛围感呢？哪怕一面蓝
墙予人关于海洋的想象都不见。来自
大洋洲的众多展品，不是船只各部位及
装饰，就是大大小小的面具、木雕，初看
新奇、震撼，粗犷的神秘感扑面而来，看
久了却不免审美疲劳。走马观花，15分
钟便能逛完这个展。

然而，若是细细阅读每一张展签，
聆听每一枚二维码生成的语音导览，这
个展览完全是另一种观感。这是一个
将原住民视角与突破性前沿学术研究
相互结合的展览。其梳理之细致，研究
之深入，有艺术评论家用“考究”来形

容，认为这对于展期仅两个半月的临展
来说，甚至是有些奢侈的。

的确，这批展品精选自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大洋洲艺术展厅，本是一个常设
展。由于这类展览的展期通常在一年
至三五年不等，其学术方面的扎实程度
是可以想见的。开幕当日，策展人玛
雅 ·努库的导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难
得一见的时长，也从侧面证明了展览的
耐读。

相比纷至沓来上海办展的经典西
方绘画诸多流派，大洋洲艺术对于中国
观众而言，显然是陌生的。并且，不像
欣赏西方绘画展览，盯着几件大师之
作、精华之作，对于展览便可掌握个八
九不离十，大洋洲艺术通常被归入原始
艺术范畴，其创作者，都是籍籍无名的
岛民或匠人，作品也很难分出高下，可
以说每一件展品都构成故事线上不起
眼却又独特的一环。

基于这样的认知，笔者认为“时间

的轮廓”对于观众的观展习惯来说，构
成了一种挑战。展览将展厅空间分为
三大主单元“远航”“祖先”“时间”，这不
是三个空泛的主题“筐”，也非并列关
系。它们层层递进，被进而分为七个小
单元，以岛屿群落为单位贯穿，从西北
往东南。串起众多艺术品的隐线，是各
岛屿之间的长期联系，是太平洋原住民
与祖先、时间和环境之间的独特关系。

例如，展览开场“远航”是从印度尼
西亚群岛切入的，人们依次邂逅塔宁巴
尔群岛的独木舟船头板、勒蒂群岛的祖
先雕塑、婆罗洲岛的盾牌……明明地处
东南亚的印尼，为何在主角为大洋洲艺
术的展览中“乱入”了？事实上，这个展
览聚焦的不完全是地理界限上的大洋
洲，更像是文化意义上的大洋洲（虽然
印尼确有部分领土位于大洋洲），以太
平洋上星罗棋布的诸多岛屿作为典
型。此后出现在展览中的很多艺术品，
也能一一考证大洋洲土著居民的祖先

是从东南亚岛屿飘洋过海而来的。
很多展品单独看来没有典型意义，

串联在一起则拼凑出大洋洲艺术的鲜
明特征，如就地取材、艺术价值与实用
价值兼备、灵感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就
说展品中的重要类别——面具，这是很
多岛民参与祭祀等仪式的标配。常见
的一种大洋洲面具，框架由劈开的竹子
制成，包裹一块原色树皮布作为“皮
肤”，再绘上图案。山地奥克人高度风
格化、抽象化的门板，用于房屋入口
处。当地的口述传统揭示，是阳光普照
产生的阴影，创造出第一个门板图样，
成为艺术家们效仿的对象。有些艺术
品甚至自身成为了自然循环、生生不息
的一环，加泽尔半岛作为仪式性用品存
在的锥形木质头饰，即为代表。它的使
用制作通常是一次性的，在舞蹈和庆典
中被赋予生命，之后被拆解、任其腐朽，
仪式中汲取的精神能量由此返回大地，
下一季又将继续这样的循环。

展览最终让人们看到，大洋洲艺术
令人着迷之处，不止于“物”本身，更是
它们所代表的一种生活方式。“海洋”
“航行”“流动”之义，是展览易于为人感
知的线索。而事实上，展览名称中的
“时间”一词，才是其灵魂所在。它引发
了这样一连串探讨：大洋洲的岛民如何
看待时间？时间在纺织品、雕塑、绘画
等物质性留存中，以什么样的形态呈
现？人们如何通过这些“物”沟通过去
与未来？当然，这些都需要观众慢慢咀
嚼，才能有所发现。

顺便一提，此次展览的策展人玛
雅 ·努库博士，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专
门负责大洋洲艺术的策展人，本身也有
毛利血统。在世界一流的博物馆里，不
仅设有专门的策展人一职，还时常将策
展领域加以细分，以保证专业性。

无论展览打开的艺术视野，还是延
展出的学术深度，“时间的轮廓”在上
海众多艺术展览中都堪称难得一见。

尽管展览的布展方式在连接大众方面
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可它采用的欧美
经典式甚至可以说是精英式的博物馆
布展方式，给观展设置一定门槛的同
时，也不失为一支必要且耐人寻味的试
剂。它进一步测试着观众的接受度，测
试观众能不能沉下心来，踮起脚尖，够
一够那些或许逛起来有些吃力的艺术
展览。

近年来，在以优质、多元艺术展览
生态领跑全国的上海，笔者认为也正需
要这样的展览。一方面，希望它能过滤
掉大众的观展浮躁，至少让一部分人
（即便只是一小撮）在拍照打卡或是盯
着大师名头之外，愿意进一步了解艺术
生发的逻辑、展览背后的线索，步入看
展“深水区”；另一方面，希望它能启引
本地艺术展览在学术上的探索更进一
步，不仅呈现斑斓的艺术万花筒，也揭
示其间蕴含的门道与哲思，致力于给观
众带来更多思考与回味的空间。

挑战观看习惯的艺展，将带来什么
——评浦东美术馆“时间的轮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大洋洲艺术与传承”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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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

吃粽子，撒白糖。龙船下水喜洋洋。”端

午节因天人相应而立，孕人文精神而丰，

是我国集祈福攘灾、祀神祭祖、娱乐聚饮

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丰富的端午节俗

体系中，“龙舟竞渡”无疑是最重要的节

日符号之一。我国南方地区形象地称之

为“扒龙船”“赛龙舟”，这种通过“竞渡”

的方式来达成祈年赛愿的古老风俗，体

现出中国悠久历史的文化继承性以及华

夏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如今，龙舟赛

已成为世界标识性的体育赛事。

关于“龙舟竞渡”起源之说，主要有

三：一为拯救楚国诗人屈原，二为越王勾

践操练水军，三为纪念浙江会稽孝女曹

娥。三种假说中，龙舟或为灵媒，或为军

用，或为忠孝，均是寄予精神的象征物与

仪式的见证物。由于端午“龙舟竞渡”蕴

含着“祗敬感德、祛祟逐疫，迎祥纳吉、祈

祝丰收”等多重文化意涵与社会功用，故

而历代的龙舟制造“穷极工巧,艺华技

绝”，更集木雕、刺绣、彩绘、织锦、服饰、

髹漆、建筑、彩扎、竹编、草编、彩塑、盆

景、灯彩等多种传统工艺为一体，成为民

间世代匠师智慧和创造力的集中展示。

从图腾崇拜到皇
家威仪的象征

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史前文

化证明，早在5000年至7000年前，吴越

先民就已掌握独木舟与木桨的制作技

术，在船身雕刻有龙形的独木舟成为“龙

舟”的原形。1976年出土于宁波鄞州区

云龙镇甲村的国家一级文物战国“羽人

竞渡纹”斧形铜钺，器物上雕刻有头戴羽

冠者的竞渡画面清晰而生动，被认为是

中国最早的“龙舟竞渡”图像。

随着“龙”之形象逐渐为皇权所独

享，龙舟遂成为皇家威仪的象征物。如

汉刘向《淮南子》中云：“龙舟鹢首，浮吹

以娱”，意为在龙身、鸟首的大船上，奏乐

吹竽以娱乐；东汉班固《西都赋》亦述：

“后宫乘輚辂，登龙舟”，这两则史料均指

向汉王室乘龙舟游玩的史实。而历史上

最为著名的皇家出游龙舟，当属随大运

河南下的隋炀帝的“水殿龙舟”。

《隋书 ·炀帝纪》中载：“隋大业元年

（公元605年），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

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帽、黄龙、

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洛口御龙舟，其

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

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

以轩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

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缀以流苏

羽葆、朱丝网络；下一重，长秋、内侍及乘

舟水手以青丝大条绳六条，两岸引进。

其引船人普名殿脚，一千八十人，并著杂

锦采装子行缠鞋袜等。每绳一条八十

人，分为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

人，其人并取江淮以市少壮者为之。”盛

大的场面且气势恢弘，不难看出其时龙

舟制作技艺的成熟。

从官方巡游到民
间夺标的让渡

唐代是端午“龙舟竞渡”习俗形成的

一个关键期，“龙舟”从帝皇出游的专属

让渡到民间竞渡狂欢。《旧唐书》中记载

了端午时节“江南风俗有竞渡之戏”“方

舟并进，以急疾进者为胜”，还描写了其

制作的工艺“令以漆涂船底，贵其神速。

又为绮罗之服，涂之以油，舟子衣之，入

水不濡（沾湿）”。唐人张建封诗句：“鼓

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

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

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生动而形

象地描绘了龙舟竞渡的激烈场景。

唐时的竞渡除去龙舟外还有更为古

老的鸟舟、凤舟。如唐人张说诗云“画作

飞凫艇，双双竞拂流”。“凤舟”最早的文

字记录出现于《穆天子传》：“天子乘鸟

舟、龙(缺字)浮于大沼”。无论是“鸟舟”

“画鹢”“凫舟”还是“飞凫”等，均与凤舟

这一指称相呼应。中亚古城撒马尔罕大

使厅考古发现，壁画上绘有李唐帝后欢

庆端午节场景。其中武则天所携众侍女

泛凤舟图，乐伎梳双环望仙髻，手持云和

琴，均为典型的李唐朝风貌特征。

至宋时，中国的大多节俗趋向世俗

化与生活化，端午节俗亦在此时得以固

化与丰盈。此时，皇家龙舟形制仍追求

豪华硕大，如蔡絛的《铁围山丛谈》中所

述“金明池……其舟甚大……独铁费十

八万斤，他物称是。盖楼阁殿既高，巨舰

得重物乃始可运。”孟元老的《东京梦华

录》对宋皇室的大龙舟作了详尽的描述：

“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

鳞鬣，皆雕镂金饰……中设御座龙水屏

风，楻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铁铸大银

样……上有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座。”

与此同时，民间的龙舟竞渡则变得

更为注重竞赛的对抗性与形式的观赏

性。陆游在《岁时杂记》中述：“刻舟为

龙，服具彩绘一色，极其华侈，横江跳浪，

便捷如龙，掷彩夺标，传为盛事”。张择

端《金明池夺标图》《西湖夺标图》为宋代

“龙舟争标”场景做了清晰的程式化以及

图像化注解。从竞渡人到观渡者，无不投

入其中：“龙头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

六桨，宛若飞腾，至水殿、舣之一边……小

龙船列于水殿前，东西相向，虎头、飞鱼

等船布在其后，如两阵之势”“水殿前到

仙桥，预以红旗插入水中，标识地分远

近……须臾，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

旗招之，龙船各鸣锣鼓出阵……又见红

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

则山呼拜舞。”

从请神赛愿到百
戏娱人的转向

明代的端午竞渡不仅重视龙舟的祭

祀，在娱神的同时更为凸显娱人的社会

功用。明人杨嗣昌在《武陵竞渡略》中

述：“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十日、十

五日划船赌赛。十八日，送标讫，便拖船

上岸。”下水前要充分做好迎神的准备

工作：“是日划船，悉顶巫师符篆，及制黄

赤小旗，取鹭鸶毛插鬓间，厌胜物也。”又

“刻神像于龙舟之首，（舟身）涂其鳞，尾

五色两旗，白质龙女，或绣或绘”，船头

“谓之鹅头，（高三尺）头人所倚立者也”

“船中两旗，方幅，各一尺五寸，以布为

之，为迎神之物”；而“观者，树红绿綵，或

制句綵上，俟船过赏之。凡船所经，系其

隶地，放爆竹黄烟，挥扇喝采相和”，官府

在沿岸“观船，楼阁结彩张筵”，官民同

乐，热闹非凡。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嘉靖官作

剔彩龙舟图荷叶式盘上，即刻划了一艘

气宇轩昂行进中的大龙船。漆盘为椭圆

形圈足，口边卷曲呈荷叶状；器表分层髹

红、黄、绿三色漆，盘心雕一大龙舟，上有

凉亭，二童撑篙，行于莲朵水面。盘内外

两面均雕莲花、茨菇、蒲草及鸳鸯，足底

黑漆。整件器物装饰内容丰富，主次分

明，花纹细密，漆色沉穆，充分展现了明

代工艺美术中龙船竞渡的风貌。

清时，龙舟上时兴百戏杂耍称为“斗

龙舟”，更为竞渡增添了民众基础性与

趣味性。蒲松龄在《聊斋志异 ·晚霞》中

述：“五月五日，吴越（江浙）间有斗龙舟

之戏……舟末为龙尾，高丈余，以布索引

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颠倒滚跌，作诸

巧剧，下临江水，险危欲坠。”晚清范祖

述的《杭俗遗风》中详细记载了西湖上的

龙舟竞渡:“有龙舟四五只，其船长约四

五丈，头尾均高，彩画如龙形。中舱上下

两层，首有龙头太子及秋千架，均以小孩

装扮。太子立而不动，秋千上下推移，旁

列十八般武艺、各式旗帜，门列各枪，中

央高低五色彩伞，尾有蜈蚣旗。中舱下

层敲打锣鼓。旁坐水手划船,若做胜会，

大看船亭泊湖中，龙舟四同圈转鱼贯而

行。”广东地区也把这种注重表演技巧

的观赏性竞渡，称为“趁景”。

故宫博物院藏有的一艘清代象牙镂

雕群仙祝寿图龙船，融合了民间龙舟的

生动活泼与宫廷龙船富丽堂皇，形制上

巧妙地“因料施艺，随形置景”，利用象牙

的半弧外形，集雕、刻、镂、凿、透花、拼装

等技巧于一景。龙舟酷似一条巨龙，通

体鳞片纹，龙眼宝石镶嵌，龙须飘逸生

风。船身镂置亭台楼阁，高低错落，参差

有序。宫宇飞檐，斗拱累叠，花窗雕栏，

旗幡飘扬。船舷与舱内人物百戏，或划

桨竞棹，或舒袖广舞，或手摇羽扇，或扮

仙练武，一派繁荣盛景之下寄寓着“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的端午祈祝。

“姑苏龙舟夸奇胜”。清代端午节的

姑苏城，阊门、胥门、山塘、南濠、北濠和

枫桥等地的河面成为竞渡的展演之地。

相传越王擅长水军，以舟为车，以楫为

马，所用舟船尖底，以漆涂之，贵及神速，

极为轻利，俗称“水马”“飞凫”。龙舟首

尾为精细的木雕刻，舟身彩绘鳞甲，两边

装桨，并饰以彩旗、花篮。入夜后，众多

龙舟上燃灯万盏，烛星吐丹，水波映照，

灯火通明，如同白昼。“龙凤呈祥”的双

灯，至今是姑苏灯彩中无法超越的上乘

佳作。

从中国走向世界，
盛世龙舟耀东方

端午节凝聚着家国情怀与民族气

节，具有在群体内部共享并世代传承的

基础，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和文

化情感。在我国一些水源丰富的少数民

族地区也盛行龙舟竞渡。如黔东南苗族

地区，农历五月二十三为龙舟节；云南傣

族在四月新年泼水节第三天要举行隆重

的划龙舟仪式，人们盛装欢聚在澜沧江、

瑞丽江边观看龙舟竞渡；还有广西壮族

的龙船节，云南白族火把节龙舟赛等

等。端午竞渡题材的少数民族传统工艺

美术作品绚烂多姿，成为中华龙舟文化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是一种关联性的

集体行为，它存在着多元互动、联系统一

的谱系，包含了族群谱系、时间谱系、空

间谱系、形式结构谱系、功能谱系、价值

谱系等若干方面。随着文明的演进，华

夏各民族的龙舟竞渡从型制到内涵再到

工艺的叙事性表述，为建构中国龙舟文

化的共同体，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提供了重要介质与传播手段。从历史

长河中驶来，新时代的中华龙舟定会更

加走向开放、多元，并于世界的舞台上百

舸齐发，千帆竞秀，尽显中华气度。

（作者为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非
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研究员、华东师
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中心
特聘研究员）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龙舟竞渡又端阳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有多少记载

方云

▲宁波博

物馆藏战国羽

人竞渡纹铜钺，

被认为是中国

最早的“龙舟竞

渡”图像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嘉靖官

作剔彩龙舟图荷叶式盘上，即刻划了一艘

气宇轩昂行进中的大龙船。整件器物装

饰内容丰富，主次分明，花纹细密，漆色沉

穆，充分展现了明代工艺美术中龙船竞渡

的风貌

 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家出

游龙舟，当属随大运河南下的隋

炀帝的“水殿龙舟”。图为清姑苏

版木刻版画《隋炀帝下江南》雕版

印刷套印

▼故宫博物院藏有的一艘清

代象牙镂雕群仙祝寿图龙船，融

合了民间龙舟的生动活泼与宫廷

龙船富丽堂皇，形制上巧妙地“因

料施艺，随形置景”，利用象牙的

半弧外形，集雕、刻、镂、凿、透花、

拼装等技巧于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