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博物馆，看艺术也看望彼此”

近日，一场展示“大洋洲的艺

术与传承”的展览在浦东美术馆

与公众见面。此前在上海举办的

文物艺术品展览大多以欧洲艺术

特别是古典艺术为主，此次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带来的包含大洋洲

独特历史和文化艺术的展品，或

许能让观众从另一扇窗户观察世

界的丰富多彩。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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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起，“时间的轮廓：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的大洋洲艺术与传承展”在浦东美

术馆向公众开放。展出的110余件/组作

品横跨四个世纪，这也是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展览首次登陆上海。这些来自大洋洲的

艺术品之所以令人着迷，不仅因为它们具

有独特的艺术性，更因为它们所具备的实

用性。这些如今的艺术品是人类最早、最

伟大的探险纪念，诸岛间航行的独木舟、雕

刻华美的船和桨，还有用木条做成的航行

地图，都是人类创造的奇迹。它们所代表

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位于美国纽约第五

大道的82号大街，以200多万件藏品和13

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著称于世。它与北京

故宫、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一起，

并称为“世界五大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所彰显和讲述的一切，比它所在的纽

约城更加深刻和厚重。艺术史学家马克

斯 ·霍莱因于2018年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馆长，在浦东美术馆的展览现场，他接受

了新民晚报的专访。

新民晚报：大洋洲的艺术收藏在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中占据怎样的一个地位？为
什么会选择这一部分进行巡展？

马克斯 ·霍莱因：大洋洲艺术收藏一般
不参与巡展，这是它们半个多世纪以来首

次走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些藏品由洛

克菲勒第三代家族成员纳尔逊 ·A.洛克菲

勒从大洋洲各地收集而来，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进行了首次公开展出。这不是作为一

种民族艺术品而是作为同希腊艺术一样高

级别的艺术作品的展览。上海这座城市具

有非常大的能量，我在四年半前来过上海，

当时浦东美术馆还是一个大工地，这次前

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如果

这次与浦东美术馆的合作只涉及绘画，布

展可能相对简单，搭建也容易，但这次的展

品种类多样且脆弱，对于展览方来说是一

项复杂的工程，也是一次难得的成功典范。

新民晚报：大洋洲的文化对我们而言
非常陌生，亚洲的观众能在这个展览上看
到什么？
马克斯 ·霍莱因：这次展览中的雕塑作

品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雕塑作品，他们兼

具了实用性，同时携带了大洋洲岛屿文化

和精神能量。大洋洲的艺术品往往与航行

和迁徙有关，大洋洲大大小小的岛屿数以

千计，这些艺术品也是当时的实用性船只，

它们联系起了各个岛屿，毛利人的表演传

达出的信息就是大洋洲的文化至今依然活

跃有生命力。对于亚洲观众而言可能代表

着彼此之间的好奇，又产生相互关联。

新民晚报：这个展览的成功是不是意
味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后将会有更多的
展览与中国合作？
马克斯 ·霍莱因：在中国没有关于大洋

洲的艺术收藏，这是我们的一次尝试。“大

都会”与中国有许多联系，我们曾经和上

博、国博都有过合作，我们也有许多员工来

自中国，文物修复部门中就有中国员工，我

们期待与更多的中国城市有合作机会。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专门展示亚洲艺术

的展厅，我们也会共享我们的研究。

新民晚报：过去的5年里，大都会博物
馆也经历了闭馆，您觉得博物馆的功能是
不是因此发生了变化？
马克斯 ·霍莱因：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有超过2000名员工，我们在过去5年里经

历了很多变化，个人层面上有了负面的人

生经验，博物馆作为机构的角色也有所变

化。博物馆是一个让所有人对话聚集之

处，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

搭建桥梁的地方。人们是去博物馆观看

艺术，人们也是去博物馆看望彼此。博物

馆不仅是一个“看”的地方，也是一个学习

和体验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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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轮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大

洋洲艺术与传承展”分为“远航”“祖先”“时

间”三大单元，以岛屿群落为单位贯穿，表

现了该地区人们与祖先、时间和环境间的

独特关系。

约3500至5000年前，航海者驾船穿越

东南亚各岛屿海峡，架起了一条通往巴布

亚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线的通途，并继续向

东定居于沿海群岛。他们身处蔚蓝海洋和

闪烁群星之间，在星罗棋布的岛屿间迁徙，

以共同的祖先为纽带，用木材、树皮、纤维、

贝壳和骨头等多样化的物品为媒介编织交

换与相遇之网，艺术则赋予了大洋洲的生

活以轮廓和形式，讲述着有关起源、祖先力

量、仪式知识与表演的众多故事。

据介绍，大都会博物馆的大洋洲艺术

收藏最初由纳尔逊 ·A.洛克菲勒在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建立，在本馆展示了逾四十

年。因为洛克菲勒翼楼正在修缮，馆内大

洋洲展厅暂时关闭。这些大洋洲艺术品得

以来到上海，这也是它们被纳入大都会馆

藏后首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展出。

在展厅里，与独木舟有关的作品放在

最前列，在新几内亚西北海岸，独木舟的船

体、船头和船尾的装饰性雕刻常被比作“穿

着盛装的男子”。

阿斯马特族在西巴布亚帕玛茨河附近

居住，据说他们的每一件雕刻都以一位祖

先的名字命名。展览展出的一件独木舟船

头卧像描绘的是艺术家奥苏的父亲波科

尔，波科尔的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平坦而修

长的身体支撑着三个后代，他们面朝前方，

手臂以奇特方式向前伸出，再回到嘴边，这

些修长的手臂形象来源于螳螂。在艏柱最

前端，犀鸟正在啄食波科尔的头顶。白色

石灰水洗刷过的木材上有红赭色亮点，为

艏柱增加了“炽热”的精神力量。

第二部分“祖先”展示了一系列来自巴

布亚新几内亚和沿海岛屿的作品，这一部

分将部族与祖先联系起来，强调了仪式物

品的作用。鳄鱼是塞皮克河流域雅特穆尔

人和萨沃斯人仪式艺术中最重要的元素。

一件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祖先雕塑被认为是

由亲属委托制作，以确保逝者能够进入祖

先领域，并在那里庇佑生者。雕塑中一位

高贵的人物坐在一个大陶罐上，安详地注

视着他的后代。作为珍贵的传家宝，这座

雕塑也是让后人与祖先沟通的媒介。

展览最后一章以“时间”为主题，通过

一系列大胆、创新的作品，对太平洋地区艺

术的“效力”展开阐述。

展期：    年6月1日~8月  日
场馆：浦东美术馆（上海市浦东新区

滨江大道    号）

艺术品是船只，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徐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