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日，年轻的上海浦东美术馆正与205岁的普

拉多国家博物馆携手举办“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

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展览作品时间横跨16至20世

纪，汇集了普拉多博物馆馆藏中提香、委罗内塞、格列

柯、鲁本斯、委拉斯开兹、戈雅、索罗拉等画家的70幅

作品，其中可见西班牙绘画的传承，更是西班牙科学

史、经济史、文化史的见证。

此番展览是普拉多博物馆在中国举办的展览中

规模最大的一次，且全球仅此一站。普拉多博物馆馆

长米盖尔 ·法洛米尔 ·福斯在接受新民晚报专访时谈

到，虽然自己对于上海而言完全是一个“新人”，但是

他在抵沪的48个小时内分明感知到了这个世界重要

城市强大又鲜活的艺术氛围，感知到了这里的人们对

于当代艺术和古典艺术的浓厚兴趣，“如此的氛围对

于普拉多博物馆此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段与故宫相似的经历
从西班牙语直译的话，普拉多（Prado）意为“草

地”。欧洲早期许多博物馆都建在空旷的绿地上，通

常位于城市边缘毗邻城墙，还有些建在修道院的菜园

或花园里。普拉多博物馆的选址也遵循了这个传统，

以教堂和皇家修道院前方的草坪命名。在马德里，还

有以普拉多命名的街道。

普拉多博物馆的藏品“太过丰富”是留给所有参

观者最为深刻的印象，即使在经过几次扩建后的今

天，馆内的展览区依然“十分拥挤”，展厅墙上几乎无

法“留白”，一旦进入其中，目光所及的四壁挂满了跨

越几个世纪的名画，很多若藏于其他博物馆都足以被

称为“镇馆之宝”的传世之作比肩而列，令人目不暇

接。西班牙王国的历史与艺术，在博物馆里交融汇

聚，绽放光彩。

福斯谈到，普拉多博物馆建馆的基础是西班牙

王室收藏的高峰腓力四世和卡洛斯四世，但是博物

馆与王室的紧密联系其实早在19世纪就已结束。

1868年，西班牙成立共和国，伊莎贝尔二世被废流

亡，经过一系列改革，王室收藏被收归国有，皇家美

术馆同时更名为普拉多国家博物馆，向普通人敞开

大门。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普拉多博物馆的主

要藏品经历了与故宫博物院文物类似的迁徙避战

之旅，这些藏品先去了瓦伦西亚、加泰罗尼亚，后在

国际联盟的保护下撤往日内瓦。二战开始后，它们

又被藏在卡车中趁着夜色借道法国运回西班牙。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毕加索还一度担任过普拉多博

物馆馆长一职。

一位展览中展品最多的艺术家
“在博物馆收藏的众多艺术巨匠作品中，戈雅可

能是唯一一位在1819年普拉多博物馆开馆之初，亲

眼看见自己的作品挂上墙的艺术家。”福斯介绍，戈雅

存世作品500余件，普拉多藏有他的油画作品120—

130件，还有版画雕塑，是世界上拥有戈雅作品最多

的博物馆。此次“光辉的时代”展览中，戈雅作品就有

8件，是展出作品数量最多的艺术家，八件作品是戈

雅在其漫长的艺术创作生涯中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

同类型的代表作，以期尽量展现给中国观众一个完整

的艺术历程。为此，展览还辟出了专属展厅“戈雅与

现代性的开端”，展示戈雅在西班牙近现代绘画史上

留下的浓厚印记。

如果说戈雅早期作品《托比亚斯和天使》尚存古

典主义风格的影子，那么《阳伞》作为戈雅为设计宫廷

挂毯而创作的画稿，则显露出他步入成熟期的个人风

格，反映了当时贵族模仿平民阶层装扮习俗的风气。

挂毯设计是戈雅一生中参与的重要委托项目之一，持

续20年之久。此次展出的挂毯设计还包括《摘水果

的男孩》和《庆典当天的圣伊西德罗小教堂》《斗牛爱

好者》。作品《画家弗朗西斯科 ·巴耶乌》是戈雅在巴

耶乌去世后以其自画像为蓝本所画。戈雅以高超的

技巧，精确地捕捉了人物的外在特征与内在情绪。

作为将现代性引入西班牙绘画的关键人物，戈雅

为后世的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灵感。专属展厅的最后

两件作品就是戈雅的追随者欧亨尼奥 ·卢卡斯所画的

《玛哈》和《宗教裁判所的审判》。

福斯介绍，“卢卡斯借鉴了戈雅的许多主题，

‘玛哈’的形象反复出现在卢卡斯的画面中。戈雅

是多面的，卢卡斯的《玛哈》让人联想到戈雅比较友

善、和蔼的一面。《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可能让人想

到黑暗时期的戈雅。在光影的运用上也可以很清

楚地看到如何以突出的光线，使人物从黑暗的背景

当中凸显出来。”

一幅“来过上海”的《蒙娜丽莎》
其实，普拉多珍贵馆藏和上海的展览合作早在

2021年底的“地铁遇见普拉多”展览上就开始了。在

福斯的记忆中，那是在上海龙华中路地铁站，29幅画

作都是普拉多博物馆部分重要馆藏的复制品，当时就

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地铁遇见普拉多”是普拉多

博物馆首次在中国举办此类项目。

“如今，上海市民有机会在浦东美术馆欣赏到当

时展出的一些作品的真迹，此外还能够在此次颇具规

模的展览中看到许多其他作品。通过本次展出的70

幅画作，希望参观者能够感受到普拉多博物馆的与众

不同，感知到普拉多博物馆藏品的丰富性，了解藏品

背后的画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为此，普拉多博物馆

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福斯特别提到了此次重点展品

“普拉多的《蒙娜丽莎》”。“这幅出自达 ·芬奇工作室的

《蒙娜丽莎》是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蒙娜丽莎》

的临摹之作，作为普拉多博物馆最具特色的作品之

一，在此前龙华中路地铁站的展览中就引发了最多关

注。人们在《蒙娜丽莎》面前拍照留念，还针对作品提

出许多问题。”

即使正在展出的“普拉多的《蒙娜丽莎》”在所使

用的木板选材上都与卢浮宫原版非常相似，但与卢浮

宫精致原版相比，普拉多版在绘画水准和创作方式上

仍然相去甚远。“普拉多的《蒙娜丽莎》”的独特之处在

于，其表面颜料下隐藏了一个底稿，这一底稿虽然以

极其细致的笔画摹仿了达 ·芬奇原版作品的底稿和创

作过程，但是后世研究者在其中仍然可以辨认出临摹

者的个人风格。

几个世纪以来，普拉多博物馆的展厅始终为来自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提供一个思索和学习的场所，临摹

先贤作品的画家的身影是普拉多博物馆一道恒久的

风景，任何进入博物馆的人都可能在耳熟能详的大师

巨作前与这些当代的艺术家相遇。

2017年，中国当代艺术家蔡国强个展“绘画的精

神”在普拉多博物馆举行，展出艺术家研习普拉多馆

藏格列柯作品后的创作。2013年，来自中央美术学

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18位画家临摹了普拉多博物馆

中的不同作品。福斯认为，尽管在今天，普拉多博物

馆以“毕加索出生”的年份为界，不再收藏之后的现当

代艺术家作品，但是普拉多博物馆的珍贵典藏仍然以

其对于后世的巨大影响，在现当代艺术作品中寻找到

其蓬勃的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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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了普拉多博物馆馆藏中  幅油
画真迹，其中  件作品首次离开西班牙，
9件首次离开普拉多博物馆，超半数作品
首次亮相亚洲。世界顶级博物馆普拉多
为上海奉上了一个诚意十足、名副其实的
大展。让我们一起跟着馆长纸上观展，随
着艺术经典起航。 ——编者

■ 弗朗西斯科 ·德 ·戈雅，

《阳伞》，1777年，布面油画，

来自圣巴巴拉皇家挂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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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尼奥 ·卡尼塞洛 ·曼斯奥，《阿兰胡埃斯的

孟格菲气球升空》，1784年，布面油画，1896年购藏

■ 华金 ·索罗拉，《女演员玛丽亚 ·格雷罗扮演的

“傻姑娘”》，1906年，布面油画，1933年购藏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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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 ·保罗 ·鲁本斯，《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

约1630-1640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

■ 达 ·芬奇工作室，《蒙娜丽莎》，约

1507/1508—1513/1516年，木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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