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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论文物资源，大湾区算不得丰厚，
近来于大湾区邂逅的两座博物馆——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粤剧艺术博物
馆，竟不约而同给予笔者有别于传统博
物馆的意外之喜。

两座博物馆都很年轻，都是近年来
博物馆建设大潮下的产物。前者位于
香港，开馆不足三年，后者地处广州，
2016年对外开放。它们一座俨然综合
性的“巨无霸”，一座深耕垂直细分领域，
看似没有什么可比性。先后参观这两座
博物馆的经历，倒是让笔者不禁思考：盛
放文物以外，博物馆还能做些什么？除
却价值连城的展品，博物馆还可以怎样
丰富、深化大众的观展体验与文化认知？

头顶“故宫”光环，坐拥维多利亚港
绝美风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俨然集
“顶流”博物馆的众多特质于一身。然
而，在笔者看来，其给予大众最大的惊
喜，在于以文物珍品叠加沉浸式布展、
互动装置体验等方式来重述历史文化
故事的策展思维。这是一种再创作，为
新型文博展览形态而探路。

这或许得说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的身份——并非很多人以为的北京

故宫博物院分馆，而是香港西九文化区
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的机构。建馆
之初，它想要扮演的就不仅仅是传统文
化的传承者，而是以传统文化为立身之
本，面向当下，面向世界，也因而，它实
现了北京故宫受限于古旧历史保护建
筑馆舍本身而没能实现的一些想法。

几个故宫文化常设展，最能见出这
种策展思维对于大众观展体验的更
新。古画、古陶瓷、屏风、印玺……展品
均精选自北京故宫所藏珍宝的展品，涵
盖的都是文博机构常见的传统门类。
得益于几乎展览的每一个篇章都穿插
了沉浸式场景设计或多媒体互动装置，
众多文物的呈现透气而富于韵律，故事
线的展开则饱满而富于戏剧张力。

且说“紫禁一日：清代宫廷生活”常
设展。其观展体验仿若当代人穿越至
清宫的“一日游”。一只华丽的西洋座
钟，提醒着“一日之计在于晨”，开启了
展览的首个篇章。实物展品如脸盆、钟
表、镜子等生活用具，吉服、官帽、佩饰
等衣物饰品之外，一段真人饰演的影像
视频还原了帝王晨起梳洗穿戴的全过
程。搬来戏台，搭起回廊，用立方体叠

出简约版假山，将戏服、戏本等文物与
园林般的场景相呼应，打开在紫禁城中
听戏游园的沉浸式休闲体验。体味帝
王鉴赏临摹的风雅生活方式，除了于展
厅欣赏书法、碑帖与文房，还可以在触
碰式互动屏幕上尝试临摹《兰亭序》。
紫禁城入夜时分构成的展览尾声，更令
人称绝。躺卧在环形沙发上，借由天花
板放映投影的多媒体视频，也即名为
《梦》的艺术装置作品，观众将“潜入”乾
隆皇帝的“梦乡”，透过乾隆追念去世的
爱妻——孝贤纯皇后所书的《述悲赋》，
感悟帝王不为人知的脆弱，隐秘的精神
世界。一种神圣的符号象征，也由此被
还原为一个鲜活、能够被理解的人。

如是观展体验，新鲜，丝滑，甚至时
尚，显然不同于常见的文博展。不少互动
体验，更在今人与古时的对话中，加深观
众对于文物及其背后历史文化的理解。

粤剧艺术博物馆深入人心的观展
体验，同样具有代表性。地处广州网红
街区永庆坊的它，聚焦的主题——粤剧
艺术，不仅与展馆所处原境的历史文脉
甚为贴合，还似以一种活的形态在这片
区域继续生长，抽出新枝。文旅融合的

路径，以及活态博物馆般的顶层设计，
无不有效加深着观众对这座博物馆阐
释主题的印象，进而拉近人们与粤剧艺
术深植的岭南文化之间的距离。

全新建造的园林式博物馆样态，决
定了粤剧艺术博物馆既不同于很多有
着现代建筑外壳的博物馆，亦有别于不
少原本就选址历史建筑的博物馆。与
其说这是博物馆，不如说这是“看得见、
听得到、摸得着”的体验空间。一方面，
它营造出宛如岭南园林般的精巧实景，
以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兼备的紧凑布
局，芭蕉树、荔枝树、凤凰木等树木的见
缝插绿，共同还原粤剧诞生、成长的环
境；另一方面，其展陈空间条件又是现
代化的，让很多与时俱进的展陈手段如
引入新媒体展项等均得以在此施展。
参观完室内的粤剧主题展，不时循着悠
扬的曲声，兜到园子中央，观众还能隔
着池塘，抬眼望见飞檐脊顶的戏台，邂
逅一场原汁原味的粤剧演出，近距离感
受粤剧唱腔之优美、妆扮之华丽。

值得一提的是，粤剧艺术博物馆对
于粤剧情境的复原并非无中生有，而是
根植于其所在地的历史文脉。永庆坊位

于广州西关。源自南戏、起源于佛山的
粤剧，正发展于广州西关。永庆坊一带
至今保留着多处与粤剧相关的文化遗
迹，像是引领粤剧发展的行业工会、有粤
剧“祖屋”之称的八和会馆，粤剧戏班子
弟“龙虎武师”昔日的住宿场地銮舆堂，
李小龙之父、粤剧“四大名丑”之一李海
泉居住过十多年的李小龙祖居，等等。
可以说，粤剧记忆俨然为永庆坊注入灵
魂，也使得它从很多城市看上去大同小
异的焕新历史街区中脱颖而出，拥有了
属于自己独特的辨识度。与此同时，粤
剧也仍在这一带生生不息。紧挨着永庆
坊的荔湾湖公园里，随处可见聚在一起
拉二胡、弹扬琴、哼唱粤剧的票友，构成
鲜活的“私伙局”，荔枝湾大戏台每天下
午也有唱戏时间，一年365天风雨无阻。

对于博物馆参观者来说，这何尝不
是另一种沉浸式体验？让人们沉浸式
体验粤剧生长的土壤，进而亲近岭南传
统文化。

博物馆建设大潮之下，人们真正需
要的是什么样的博物馆？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与粤剧艺术博物馆这两座各
具魅力且各自成为所在城市文化引擎

的博物馆，给出了两种各不相同的探
索，却同样新颖，并且富于启示意义。

由此可见，当今博物馆的发展，不
妨跳出唯藏品数量、规格论抑或唯场馆
面积、规模论的刻板定式。原湖南省博
物馆馆长、博物馆学者陈建明在《博物
馆是什么》一书中提到，博物馆关乎人
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幸福。参观博物馆
给人带来的乐趣显而易见，或是获得愉
悦，或是获得启迪。因而，笔者认为，博
物馆不应满足于仅成为文物储藏室、展
示场，更有必要琢磨，如何更好地发挥
藏品价值，开拓更鲜活的观展体验，如
何超越建筑而成为城市客厅，提高观众
的获得感与幸福指数。这其实也呼应
着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致
力于教育和研究”，强调博物馆作为充
满创新活力的教育机构，促进教育、研
究和文化理解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努力成为打通社会、公众、艺术、历
史的连接口，博物馆终将收获人们的情
感回馈，呈现出非同寻常的人文关怀与
社会亲和力。相信这绝不止一种方式，
也没有标准模板，值得业内从不同的路
径加以探索。

跳出思维定式，博物馆还可以怎么做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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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艺术青年从
上海出发留学海外，尤
以法国巴黎为首选目
的地

自1900年前后的晚清民国开始，一

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席卷中国。新式学

堂如雨后春笋，出国留学风行全国，五四

新文化运动更将这股风气推向高潮。

近代上海凭藉其得天独厚的开埠优

势，很快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艺术重

镇。土山湾画馆、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

美专前身）等美术学校纷纷设立，一大批

艺术人材在此汇聚并“集散”。很多艺术

青年更从上海出发，远赴海外留学，其中

尤以法国巴黎为首选目的地。

法兰西是艺术浪漫的国度。英国作

家奥斯卡 ·王尔德曾打趣说：“法兰西对

英格兰最为骄傲的地方在于：每一个法

国的资产者都想成为艺术家，而每一个

英国的艺术家却都想成为资产者。”

19世纪之后，巴黎已成为当之无愧

的世界艺术之都，自印象派之后，又相继

出现了野兽派、立体派、表现派等不同的

现代主义艺术风格流派。

法国有许多美术学校，其中数巴黎

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巴黎高美）

名气最响，自然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

首选。

资料显示，吴法鼎（1883—1924）

是第一个在该校正式注册的中国人，

他 1911年赴法留学，初学法律，后改

学油画。和他同期的还有画家李超

士（1893—1971），于1913年考入巴黎

高美。

在1914至1955年的四十多年间，

在巴黎高美注册的中国留学生有132

人。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学

生在绘画和雕塑学科所占的比例也是

外国留学生中最多的。1934年左右，有

将近30名中国学生都在巴黎高美读书，

人气最旺。

这里不妨简单介绍几位中国早期留

法艺术家的情况。

大画家徐悲鸿（1895—1953）是江苏

宜兴人，从小跟父亲学画，天赋过人。他

17岁就来上海卖画谋生。上海是他的福

地，他在这里打开眼界，并得到黄警顽、

康有为以及哈同夫妇等贵人相助。1919

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的帮助下，徐赴法

考入巴黎高美，学习油画、素描。1920

年，他结识画家达仰，画艺于是大进，并

游历西欧诸国，拓展眼界。翌年，他和张

道藩、谢寿康、邵洵美、常玉、江小鹣等人

在巴黎组成“天狗会”。

后来徐的学生吴作人、吕斯百等都

曾到巴黎高美留学。据说吴就是拿着招

生广告，从绍兴路文元坊家里走到永嘉

路371号，投考徐主持的南国艺术学院

美术系，从此成为徐氏弟子的。

潘玉良（1895—1977）的传奇故事在

上世纪80年代因作家石楠《画魂》一书

而轰动一时，还被翻拍成电影和电视

剧。她于1921年公费赴法留学，1923年

入读巴黎高美。1928年，她返回中国，先

后在上海美专、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1937年，她重返巴黎画画，直至去世。潘

临终前，要求友人将她的作品悉数运回

中国，现为安徽省博物院珍藏。

雕塑家江小鹣（1894—1939）是晚清

翰林江标之子，家富收藏。江早年留学

日本，与许敦谷、陈抱一等人在日创办中

华美术协会。回国后，又与丁悚、杨清

磬、张辰伯等人发起成立天马会。去年

丁悚的文献展中，就有江的照片风采。

1921年，江小鹣与好友陈晓江赴欧

洲游学。他多数时间在巴黎居留，并遍

访欧洲各地博物馆和名家画室，其画作

《黄金时代》曾入选法国沙龙展。

江小鹣后来成为民国有名的雕塑

家，名流政要纷纷请他塑像，代表作有

《孙中山像》《画家陈师曾半身像》等。抗

战爆发，江应云南龙云的邀请到昆明为

他制作雕像，不久因辛劳过度逝世。

苏州美专创始人颜文樑（1893—

1988）于1928年入巴黎高美学画。1932

年回国时，颜文樑为学校带回古典石膏

像460余件，美术图书4000余册，一时为

全国美院之最。他晚年居住申城，对上

海美术事业贡献良多。

而黄觉寺（1901—1988）是颜文樑的

得力干将，苏州美专第一届毕业生，毕业

后留校任教。1934年，他赴巴黎高美学

习，是谭望培画室的研究生。抗战胜利

后，他全面主持校务。1952年苏州美专

撤销时，黄觉寺当着学生的面大哭不已。

周碧初（1903—1995）1926年入巴黎

高美，与张弦、汪日章、吴恒勤等人同

班。他师从印象派画家洛朗（Ernest

Laurent）教授，用色丰美，笔触细腻跳跃，

被誉为“我国独树一帜的色彩画家”。

1930年回国后，曾在杭州艺专代课一年，

后参加上海“决澜社”第一次画展，又为

徐悲鸿、汪亚尘、朱屺瞻等人组织的“默

社”成员。他对新中国上海美术人才的

培养贡献卓著。

雕塑家王临乙（1908—1997）是正宗

的上海人，他1929年赴法留学，在里昂

美术学校和巴黎高美学习，曾获全法美

术学校速写奖金。在巴黎他与法国姑娘

王合内恋爱结婚，两人相伴一生的故事，

感人至深。新中国成立后，王临乙任中

央美院雕塑系主任。

另 外 像 女 画 家 方 君 璧（1898—

1986），14岁就随姐姐来到法国，1923年

入巴黎高美学画，作品《吹笛女》入选巴

黎春季沙龙。她晚年留居法国三十余

载，1984年巴黎博物馆为她举办艺术回

顾展，以示嘉许。

张荔英（1906—1993）则是湖州富商

张静江的女儿，自小生于巴黎，高中后赴

纽约学艺，后又回到法国的克拉洛西美

术学院和比娄学院深造。她对塞尚等人

的后印象派绘画心折不已，所作静物沉

静热烈。1940年代，她和丈夫滞留上海，

曾在上海举办多次展览。1953年，张荔

英移居新加坡，成为南洋艺术学院首位

女教育家。

刘海粟（1896—1994）虽未留学，但

他于1929至1935年间两次赴欧洲考察

美术，遍访法、意、瑞名胜，举办展览，并

与名画家交游论艺。期间他有多幅作品

入选法国秋季沙龙和蒂勒里沙龙。

翻译家傅雷（1908—1966）对艺术鉴

赏同样造诣精深。他于1928年赴法留

学，在巴黎大学主修文艺理论，课余旁听

美术史及鉴赏理论。1930年他即发表第

一篇美术评论《塞尚》。回国后他曾任教

于上海美专，主讲美术史。傅雷眼光独

到，与很多画家如黄宾虹、林风眠和庞薰

琹等交往密切。

当时的杭州艺专
曾被戏称为“巴黎美院
分院”，汇聚了一大批
留法艺术精英

网罗留法画家最多的，可能当数林

风眠为校长的杭州艺专（初为杭州国立

艺术院，后相继改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国立艺专等，今为中国美术学院），群星

璀璨，人才济济。

1928年，在蔡元培的全力支持下，杭

州国立艺术院成立，林风眠任院长。艺

术院汇聚了一大批艺术精英，且大多有留

法背景。学校的建制，仿照巴黎高美，乃

至图书及教具设备的采购，也全从巴黎运

来。因此人们戏称它是“巴黎美院分院”。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吴 大 羽（1903—

1988）先生是杭州艺专公认的一面旗帜，

他1923年赴法留学，考入巴黎高美，与

林风眠、林文铮结为好友，后成为筹创艺

术院的“三驾马车”。

他在学校的威望极高，赵无极曾深

有感情地说：“吴大羽先生是一位善于点

亮学生眼睛的恩师。”学生吴冠中说：“吴

大羽威望的建立基于两方面，一是他作

品中强烈的个性及色彩绚丽；二是他讲

课的魅力。”他们那一代学子，无不深受

吴先生的伟大艺术人格感召，使得他们

对艺术的追求如宗教般虔诚。

吴冠中一直到晚年，他还能大段背

诵吴大羽当年写给他们学生的书信，一

字一句，声情并茂。

林文铮、蔡威廉夫妇也是国立艺专

的中坚。林文铮和林风眠是同宗、同乡兼

同学，1919年两人一起赴法勤工俭学。

1921年他考取法国巴黎大学，专攻法国

文学和西洋美术史论，期间他的才华和

交际能力得到蔡元培的赏识。回国后他

参与创办杭州国立艺术院，任教务长。

蔡威廉（1904—1939）是蔡元培的长

女，她九岁就随父亲到巴黎生活，先后入

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院和法国里昂美

术学院深造。1939年，她在昆明因产褥

热去世，引起文艺界人士极大悲痛。

方干民（1906—1984）与林风眠、吴

大羽齐名，是国立艺专三位著名的西画

教授之一。他于1926年入巴黎高美深

造，与周碧初、汪日章等同学。读书期

间，他又结识作家苏雪林堂妹苏爱兰，姐

妹俩一起在里昂美术学校学艺。两人恋

爱并结为夫妇，回国后一起成为国立艺

专老师。方干民上课同样很有魅力，教

室外常挤满了旁听的学生。他也是东方

最早兼擅立体派和抽象画法的艺术家，

可惜1950年代后，他饱受磨难，这些早

年的探索都放弃了。

画家兼作家孙福熙（1898—1962）是

著名副刊编辑孙伏园的弟弟。他1920

年赴法留学，在里昂美术学校学画并开

始写作。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教

授，主编《艺风》杂志。1929年他再度赴

法留学，在巴黎大学深造，归国后续任杭

州艺专教授。他和鲁迅也来往密切。新

中国成立后，孙曾任上海中学校长、上海

教育研究会主席。

国立艺专还出过三位有名的雕塑

家，李金发、王子云和刘开渠。

李金发（1900—1976）也是林风眠的

同乡，两人一起考入巴黎高美，主攻雕

塑。他在杭州国立艺术院做过雕塑教

授，并从事写作，是民国象征派诗人鼻

祖，后来还当过外交官。

王 子 云（1897—1990）和 刘 开 渠

（1904—1993）都是安徽萧县人，又都毕

业于北京美专。1928年两人一同到林风

眠的杭州国立艺术院任教。当年刘开渠

即赴法深造，从师于巴黎高美著名雕塑

家让 ·朴舍教授。王子云则于1931年赴

法，同样入读巴黎高美雕塑系，学成后两

人均回国立艺专教书。1940年，王子云

带队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为中

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晚年他撰写《中国

雕塑艺术史》巨著，影响卓著。

刘开渠思想进步。1949年上海解

放，他与庞薰琹等美术家发表“美术工作

者宣言”。杭州解放后，刘任国立艺专校

长及上海市美协主席等职。1953年，他

去北京负责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和创

作。他是中国美术馆首位馆长，任职长

达三十余年。

常书鸿（1904—1994）于1927年自

费赴法留学，先后在里昂美术学校和巴

黎高美专攻油画，作品屡屡得奖。1936

年他回国，任教于北平艺专，抗战中，他

一度担任合并后的国立艺专教务长兼油

画教授。1943年，常书鸿来到敦煌，负责

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前后长达

四十年，被人尊为“敦煌守护神”。

庞薰琹（1906—1985）是中国现代工

艺美术事业的拓荒人。他1925年从上

海赴法，入巴黎装饰美术学院学习设计，

又到其他艺术机构学习音乐和绘画。

1930年庞薰琹回国任教，翌年与好友张

弦、倪贻德等人发起成立“决澜社”，影响

很大。抗战期间，他一度也在艺专任

教。新中国成立初期再次回到杭州艺

专，参与接管工作，任教务长兼绘画系主

任。稍后去北京筹建中央工艺美院，是

该校创始元老。

艺专还有一位教授秦宣夫（1906—

1998），他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是吴宓的

学生，李健吾的同学，1930年入巴黎高美

学习油画，同时在巴黎大学等处修习西方

美术史，是一位实践与理论兼擅的学者。

抗战时期在昆明安江村他教过吴冠中等

学生油画，吴的早年画风明显受他影响。

另外，杭州艺专的刘既漂、雷圭元、

汪日章、叶云、周轻鼎、吕霞光等教授也

都是留法艺术家。限于篇幅，恕不一一

介绍。

巴黎是艺术学子心中的“麦加”圣

地。抗战期间，留学计划一度中断。日

本投降后，吴冠中和赵无极等人才有幸

重新赴法留学。当时他们的很多同学都

有赴法留学的打算，然而随着时局的急

剧变化，这一梦想多数破灭。

像吴大羽的关门弟子张公慤，要不

是当年在转道香港的路上被偷掉护照钱

包，也早就成为留法大画家了。命运的

改变往往就在一瞬之间。

回望历史，联系中华艺术宫正在展

出的林风眠、吴冠中“中国式风景”，他

们师生两代在今天的“胜出”，并不是孤

立的现象，背后其实隐衬着整个早期留

法艺术家群体当年的辛勤耕耘和不懈

探索。

早期留法艺术家所创造的丰硕艺术

成果，共绘的“新美术”图景，正是百年来

中法文化碰撞融合、相互生发的灿烂结

晶。他们所走过的艺术道路，风风雨雨，

筚路蓝缕，更是东西文明互鉴的一个极

佳例证，值得后人借鉴铭记。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

早期留法“艺术天团”共绘的“新美术”图景
石建邦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正在中华艺术宫（上海
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
展”吸引了无数民众前来参观，它与于杭州落幕不久的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
特展”一起，启引大众关注到中国早期留法艺术家群
体，回味他们共绘的“新美术”图景。

简直可以用“艺术天团”来形容中国早期留法艺术
家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艺术界“最贵”的一批艺术
家，更在艺术史上画下璀璨的痕迹、留下深远的影响，
创造出东西文明互鉴的灿烂结晶。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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