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腊月下旬，春

之肇始的气息萌动，老

城厢人潮如织，新一届

的豫园灯会则刷爆了

各个自媒体，皆是“赢

麻了”“火出圈”“美出

天际”“年味天花板”等

网络热评。

2024豫园民俗艺术灯会亮灯开幕不过数日，可

谓尚在预热阶段，就已爆火。其实，豫园灯会并非一

朝破圈。纵观古往，民间观灯已有数百年历史，而在

1995年春节的正月初六，经由整体策划，为生肖猪年

绽启上万盏花灯，由此成为近三十年这项民俗盛会

的开端。直到2011年，豫园灯会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历年来经政府扶持和多方努力，

终打造成沪上新春期间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

传统活动，上海的老城厢亦成为全国、全世界游客体

验中国文化、中国年味的必到之处。这是一个文化

品牌长期积淀的成果，尤其近年来，豫园灯会与时俱

进，融国潮创新、非遗艺术灯彩、沉浸式国风体验，以

及元宇宙概念、多媒体和科技于一体，方才造就了

“山海奇豫记”这样的自有IP。

过去两年的豫园灯会都结合了中国传统纪年

中的十二生肖，并对取材自志怪古籍《山海经》进行

了二度创作。应该说《山海经》这一文本载体，助力

了向来以生肖为主角的豫园灯会，从实景到意境的

质变。《山海经》包罗万象，记述了远古神话传说以

及民间寓言故事，其中描绘了约四十个风土人情迥

异的邦国，四百多个祥瑞异兽，涵盖了地理、植物、

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各

域。这给灯会的主题内容增加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赋予了创作上的无限自由。自去年广获好评后，今

年适逢甲辰龙年，灯会主题延续了始于去年的“山

海奇豫记”，开启“海经篇”的幻境，着重打造出深海

与河图之象，呈现以龙鱼等海洋生物为主角的图

境，再现海错绮罗的盛景——取意海为龙之界所，

是上海之海，是璀璨灯海，是人生海海，亦是古往今

来的沧海桑田、浩瀚绮丽的星辰大海。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

豫园灯会更是29年来首次跨国举办，在法国巴黎

实现了“山海”出海。60架大型灯组和2000余盏

华灯落地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城市公园“巴黎风

情园”内，在这个拥有百多年历史的法兰西园林

中，豫园灯会开启了中法两地的同频共振。巴黎

版以“山海有灵”为另一篇章，依旧使用龙及其他

生肖为主角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传统的祈福

贺春民俗文化。艺术家在选材上最大限度地遵循

传统，秉持自然环保之古法，利用丝绸、纸、竹子甚

至是瓷器来制作，但在造型上则试图用流畅简洁

的线条，追求形神兼备。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

古老的匠人精神，令这些工艺花灯“带着来自东方

的神秘力量”，至于多媒体光影和现代材质重塑的

亭台楼阁，则进一步表现了古老与当今文明的兼容

互鉴。

而这些特质正是本届豫园灯会得以出海，得

以破圈的精髓所在。近年，以《封神》为代表的古

典和神话作为创作元素的影视热映，国潮创新未

艾，辐射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契合了当下

一代的文化自信和美学欣赏。豫园灯会更新迭代

的主创团队也越加年轻化，其中不乏90后，有留学

海外经历的非遗传承人，拥有世界观与时尚触觉，

在还原与建设极致美学方面下足了功夫，创作意识

上追求细节的精湛，整体构建上强化了情境和氛围

的营造，凸显古老东方的浪漫属性。90后海派剪纸

传承人李诗忆和她的团队承接的晏海阁以及黄金

广场等主要灯组的设计和制作安装，为打造镜花水

月、瑰丽动人的深海仙境，在整个过程中，运用了钢

架丝架结构、LED光源，电镀幻彩以及镜面装置结

合传统灯彩，还专门动用了计算数据来支持设计的

落地，最终，美轮美奂的山海幻景在亭台楼榭之中

豁然展开，历史空间、建筑景观在灯彩中更新赋能，

千盏竞放，犹如一夜造梦，包含5个篇章的主题灯

组，分别于四大门头、五大场景交汇成一片璀璨的

灯海，上演幕幕新奇。各个团队在民间剪纸、彩扎、

竹编、绘画和文本相结合的灯彩技艺中，不是简单

放大耳熟能详的中国元素，而是重在提炼千年典籍

的文化底蕴，以贴近时代的形象设计，植入新的技

术手段，充分发挥“海派”特长，对传统文化进行了

创新演绎，同时对东方生活美学亦有生动诠释。此

外，在中法两地的“山海”灯会中，都加入了声光电

的体验，推出了“AR+VR”的多重体验，令游人增添

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以沉浸式身临其境。

这样的一个“山海奇豫记”，愈民族愈世界，愈

东方愈国际——老而弥新，古今相照，最传统的也

是最摩登的，是创新，亦是回归，所谓众人对“美”的

赞叹，实则更有召唤和共鸣之意，故“灯火可亲，山

海可忆”，无国界无隔阂，相信未来仍将出之四海，

持续焕发出更为蓬勃的生机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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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式风景”里看到世界是一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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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悲与大喜有着相似的

表情，世界的两极是可以相遇的。

林风眠身处南方，其学生吴冠中长

期在北方，可是他们的画作颇为中

西合璧；“中西合璧”指的不仅仅是

他们相似的艺术生涯贯通中法两

国，也是指他们各自的画风，既有

水墨质感又有油画构图，既显东方

意境又融西方技法；吴冠中的一些

画作还有着“浮游生物感”——他

竟热爱科学，在画作中实践物理学家研究出来的

“对称性破缺”……中国南方与北方、世界东方与

西方、绘画水墨与油画、美术大师与科学……在日

前于中华艺术宫开展的“中国式风景——林风眠

吴冠中艺术大展”上，我们看到，误以为“对立”的

往往有可能“统一”；误以为“两极”的会“相遇”，在

这个展览里，世界就是一个美丽的圆。

林风眠前往法国留学，同船的有蔡和森、向警

予；读中学时，则与叶剑英是同学。这位广东梅县

石匠的儿子，6岁与被逐出家门的母亲一别之后再

无相见，此后的爱情与婚姻也算不得圆满，似乎奠

定了他的寂寞、悲悯在绘画中时隐时现的基调。

他把留学时习得的西方美术观念与技法融于中国

笔墨，这始终是他不变的探索。仕女与花朵，是其

融合的代表性主题。仕女图有着东方的线条、西

方的着色；花朵则有着西方的静物构图、东方的笔

墨，乃至于在绘画劳动妇女做农活的主题时，他的

画作里有高更在塔西堤岛绘画的影子。深受中国

同行热爱的，还是他的《孤鹭》《飞鹭》等，层次氤氲

的墨色有着不可名状的东方审美境界，又有着一

股溢出画面的深邃的孤独——这不是所有文艺作

品的发端，所有文艺青年的痛处么？共鸣者众。

林风眠在杭州艺专（中国美院前身）的学生吴

冠中，也曾留法。因而“林吴展”此番也是中法文

旅年中的重要活动之一。吴冠中不仅以画作，还

以文章“图文并茂”地亮出东西融合的美学主张，

且态度直白而犀利。他特别以同一题材，以油画

手法和中国画手法各画一幅，整体意境偏向东方

审美，但是细看之下，中国画笔法更润泽，油画笔

法更凹凸，各有千秋。在这类同题异质的创作中，

他会在中国画作品上签名“吴冠中”；在油画作品

上署名“荼”——意为对绘画的热爱如火如荼。这

样“一对”的作品，特别能显现出东西审美的异同，

以及相通——此时，难免让人深思，各异的技法对

于整体的审美有多重要呢？许是因为他后来去了

清华大学，对于美术主流圈而言可能是“偏安一

隅”，但是对于吴冠中而言则是“走近科学”。2001

年和2006年，吴冠中与李政道联手，分别在中国美

术馆和清华大学主持“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国际

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在科学和艺术界引起了巨

大反响。吴冠中提出，科学揭示宇宙物质奥秘，艺

术揭示情感奥秘，科学与艺术的同一性植根于推

翻成见、探索未知。他直接以画作，呈现艺术与科

学的融合，在中国画家中独树一帜。这也是清华

大学里反而收藏着不少吴冠中画作的缘由。这也

就是“林吴展”下半年还会去北京清华大学，再融

入清华大学收藏吴冠中作品推出2.0版展览的内

在“血缘”关系。

林风眠、吴冠中，两位出生在中国南方的画

家，先后登上了留法的航船，在上世纪20至40年

代的法国——当时全球最先锋的艺术圣地，汲取

了艺术养分。中西融合的艺术理念，灌注入他们

的身心与手法乃至活法。林风眠的学生之一木

心，也有着类似的活法。“中西”，在他们身上“合

璧”；中国的“南北”，在这个展览上“合体”。科学，

是自然科学的底层逻辑；艺术，是人文科学的底层

逻辑。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翼。

因而，其实，在当前举办“林吴展”真的只是为

了展现“中国式风景”的中西融合艺术手法的突破

吗？当然不仅限于此。首先，这个展览打开了我

们美术欣赏的视野。美术可以按地域、按技法、按

源流办展览，但是历史长河里总有锐意创新、“头

上出角”的先锋人物引领跨界潮流，因而推动了艺

术和科学的发展。其次，这个展览打开了我们面

对社会生活的思路。凡事确实自有其内在逻辑，

如何在遵循内在逻辑的前提下寻求探索与创新？

就像林吴一样，是否可以在遵循西方构图、东方意

境的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找到适合自身的当代表

达？再者，这个展览打开了我们面对世界融合的

格局。在“中国式风景”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是

一个圆。

龙年前夕，张雷平先生在龙美术馆举办了一

个别出心裁的画展，题目叫《走走停停》。走走停

停，海报上的“走走”两字，是分开的，间距较长；而

“停停”两字，则是有重叠的。旨在以生命呼吸的

节奏，以驻足回望的方式，向观众展示艺术家的创

作历程和最新成果。

“走走停停”，也是画家在艺术创造中需要保

持的一种心理生理状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

过：“阿尔卑斯山谷里的一条汽车路上风景极好，

路边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

啊！’一般人在这车水马龙的世界里，都像阿尔卑

斯山的汽车，趁着平路拼命向前跑；不过也有些比

较幸运的人们偶尔能听‘慢慢走’的劝告，驻脚流

连一会儿，来欣赏阿尔卑斯山奇景。”看《走走停

停》画展，我们也需要有一种“慢慢走”“停一停”的

欣赏态度。

张雷平是位谦和文雅、温婉娴静的江南女画

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具有扎实的中西

美术基础。她在自己的绘画艺术生涯中，坚持“经

常要用一个陌生人的眼光看自己”。40多年来，

她走过国内外的山山水水，也不断停下脚步，审视

走过的创作足迹。她的画风和题材不断变化，从

花草到芦苇，从梯田到古城、海边礁石。她虽然用

的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工具和线条，笔下却有现

当代西方绘画的格局与手法。这次画展的40余

幅作品的描绘对象主要是海礁石，独具特色。

2022年春天，张雷平关在工作室里两三个

月，有画笔为伴，她将创作锁定为海礁石。白天，

将宣纸铺在地上，匍匐着把心中积累的对于海礁

的感情抒写出来，用线条去书写礁石的各种性格

和气质，描绘礁石在不同环境下的表情。当夜幕

降临，望着窗外一座座楼房，张雷平仿佛回到了故

乡的浙江海边，看到一块块大大小小的海礁石孤

独地矗立着，苍茫粗粝，直面风雨海浪，别有一种

独立不拘的坚忍和倔强。

2022年夏天，她又奔向了海边，看着沐浴在

阳光碧水中的礁石，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创作

欲望再度被激发出来，作品色彩饱满，线条灵动自

由，这些画的名字分别叫《快乐的石头》《灿若石

花》和《晨曦》。

此次展出的40多幅作品，绝大部分是近年的

新作。在此之前，张雷平更热衷于画田野、古城或

者花草。张雷平说：“这次画海礁，就是想从海礁

的石头里借鉴一些能滋养自己的力量。”“礁石”是

这次画展的主题，也是张雷平用“胸中块垒”塑造

的新的意象。

这些不同形态的“礁石”画作，极具震撼力。

它与其说是来自巨大的尺幅，不如说是来自具有

抽象意味、充满冲击力的构图，自由而老辣的线

条，画面蓬勃而出的艺术激情和生命的能量。她

用吴昌硕的绘画风格，弥补女性艺术家作画纤弱

的缺陷；她以礁石的素朴、纯粹、坚韧和定力，宣扬

它们不事张扬，厚重坚实，外拙内秀。这也是画家

外柔内刚、外静内热品格的艺术体现。

在张雷平的水墨画中，中国画传统构图结聚

离散、回转分合的取势被灵活运用到极致，又植入

西方绘画的光影、构成与形

式感，更沉淀着传统水墨的

优雅气韵，笔下是一以贯之

的浩荡与澎湃。她将独立

坚韧的个性和高远的志向

全部融入了创作中，她不愿

意重复前人，而是赋予传统

中国画以新的表现方式。

她的中国画有现代感。这

个现代，是渗透中华民族精

神的现代；是创造的、活泼

的、充满生命力的现代。无

论是描摹礁石的嶙峋还是

梯田的层叠，那种线条所形

成的结构形式和生长关系，

为她抒情写意的风格表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张雷平说，海礁也是有表情的。无论是在烈

日骄阳之下、落日熔金之际、月上中天之时，她都

用自己的情感或想象中的笔墨色调去表达，借以

赞扬礁石不媚不俗的气质和斑驳多姿的容颜。这

些礁石作品是一曲曲灌注着生气乐章。如《晨曦》

是一幅纸本彩墨。线条活泼有机趣，礁石在清晨

阳光之下，显示斑斓的色彩，红的、白的、黄的、蓝

的、黑的礁石块，显得生机勃勃。

四幅黑色的《礁石》则是另一种风格。正是在

那些被封控的岁月里，她画的不仅是礁石，而是一

种高贵的气质。画上的线条如风之舞，如云之卷，

如浪之骇，鬼斧神工，正气淋漓。这些黑色的《礁

石》，既具有学院派艺术的严谨细致，又具有强烈

的浪漫主义气息，通过对自然界坚韧顽强的生命

存在的由衷赞美，营造出了属于艺术家本人的意

蕴深邃的诗性境界。浪花腾空飞溅，礁石坚定不

移，打动人们的正是她来自生命感性的直接体验，

是画家的气势、精神和胸怀。

著名诗人艾青写过一首题为《礁石》的诗，其

中有这样几句：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

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但它依然站

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这首诗，可以看作是

对画家张雷平《礁石》画作系列的阐释，也是对画

家张雷平品格的写照。

多情的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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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慰藉人

心，让人们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寻找安宁。上

海博物馆东馆的开馆大展“星耀中国：三星堆 ·

金沙古蜀文明展”，一件件造型奇异、工艺复杂

的文物，让人惊叹于古蜀先民的浪漫想象力和

非凡创造力。在展厅深处看到高104厘米的竖

披发青铜人像时，深受震撼。人像为商代晚期

文物，浓眉大眼、鼻梁高挺、竖披发，分为三股，

一部分在头顶上卷，另一部分向后尾端上翘。

另有两侧竖发直接上翘至脑后，尾端向上勾

卷。脑后有五组竖发，尾端向后凸出。浓眉大

眼，鼻梁高挺，鼻孔呈“M”形，嘴角向下，大耳，左

右皆有圆孔，脖子修长。左臂握拳上举，手握飘

带，大拇指上跷，小拇指向外呈兰花指状，平举

至腰部，右臂从肘部残缺。穿无袖及膝长裙，右

衽，腰部束带。臀部后翘，膝盖弯曲，呈半蹲

状。身材健硕，像一位古代的健身美男，赤足立

于方座之上。方座可分为两部分，上部四个侧

面呈长方形，上下面呈近方形，下部较上部变

窄，四个侧面长方形，上下横断面近方形，前后

两面中部靠下处有一方孔。立人膝盖连接裙摆

处有桃形装饰，两小腿外侧饰眼形装饰。方座

上部饰云纹，正面两组云纹对称，左右两组云纹

平行，各有一条范线。下部素面。从衣着看，它

有传统中国右衽的穿戴方式，蛮夷都是左衽，它

是右衽，因此依然有着汉文化圈特有的穿戴方

式，与中原文明保持一致。

三星堆文物来自三千年前，古老的意义自

不待言，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述说了中华文明早

期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在中华文明代

代赓续的血脉传递中，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

们从何而来”等重大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

去处”的东方智慧。聚焦古文明的展览是通往

现代观众内心的“一把钥匙”，在一件件静默的

面具、一个个无声的人像

中寻找文明的痕迹，实现

对自身文化的叩问和探

寻。

这次特展最大的亮

点和不同就是把三星堆

前生后世进行了全面交

代，除了四川之外，三星

堆其实也吸收了中原、北

方等其他地区的文明和

文化，后期也影响辐射到

了长江中下游，而本次特

展把它们联动起来，讲述

一个相对完整的三星堆

古蜀文明的故事。展品

中的“十节玉琮”，是古蜀人重要的祭祀礼器之

一，它的“出土地”虽然是长江上游西南蜀地的

金沙遗址，但“出产地”则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

化，因此，这件文物堪称3000多年后首次“回归

故里”。

出土文物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对人类研究

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三星堆文

物，在古老与现代、传统与流行的文化碰撞中，

抖落千年尘土，走入现代都市，走入大众生活。

所谓现代城市文化，既不是“古”也不是仅仅

“新”，而是在古与新之间碰撞、融合、彼此接纳，

在这个基础上持续而茁壮地成长。突破近代的

局限，向着古老文明寻找追溯自我的影像。在

这张薄如蝉翼又如有微风吹皱般的黄金面具

前，有谁的思绪不会飞扬，试想能够透过这永恒

之眼洞穿世事，看到三千年前的世界，有金戈铁

马，亦有生活繁荣。

我们在古老中追溯来处的同时，寻找安宁，

探索前行。三星堆文物的精美与浓郁的特色代

表着古代艺术的一个高峰，给当代艺术设计带来

启发。这也是古典艺术在现代都市中带来的启

发，学者张翀提醒我，当年坂本龙一组建的YMO

乐队的很多灵感就来自中国古典音乐。

上海本地目前还无法追溯到与古蜀文明同

时代的器物，但是上博东馆已成为展示中华文

化的重要窗口与城市文化地标。“星耀中国”的

展览在几个月后终将拉上帷幕，展品也将启程

返回来处，而展览在现代都市中掀起的涟漪会

持久地层层漾开，带走时间的遮蔽与覆盖。岁

月辗转中，我们可以确认与确信的是，原乡在内

心深处被唤醒，最终向着更加开阔的天地奔涌

而去。

杨正新先生的

《朱雀迎春》，力图创

新，力求简洁，力争与

人不同，不仅选择画

材时有比兴的文思，

而且在处理形象时注

入了构成意识，融合

现代色彩理念，在造

型的大原则下，融入

抽象的构成因素，呈

现了当代审美时尚。

朱鹮，又称朱鹭，

作为中国独特的珍稀

鸟类，视为“吉祥之

鸟”，被誉为“东方的

红宝石”，承载了丰富

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生

态价值。数量极为稀

少，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杨正新先生一直关注着朱鹮，引发了创作

热情，他的朱鹮单纯、饱满、舒张、大气，简约而

不简单，简白而不简陋，简洁而不简慢，很有气

概。画面看上去童心未泯，盎然有趣，把握住大

感觉，不为小处而拘泥；他只用一种红颜色绘制

整个作品，红色是代表中国人特有的情怀，象征

着吉祥、喜庆、火热、幸福，代表了无限的活力和

希望。画家将这种情感充分体现在作品中，以

表达他的问候与祝福。色彩单纯而强烈，他以

色代墨，以笔运色，处处见笔，笔中有色、色中见

笔、笔与色相互呼应，色与水交相辉映，灵动和

变化的挥洒如音乐的韵律与节奏，“随时代，写

我情，画我意”得到淋漓尽致的渲泄；五只神态

各异的朱鹮翱翔天际，按平面构成布置，繁而不

乱，简而不散，充满着生命的律动和朝气，大幅

留白给予无尽的想象空间，心象与色趣浑然天

成，构织出一幅动人的图画，同时赋予了一种全

新的艺术信奉。

画家以心造境，着重展现了绘画的东方语

境和时代气息，在自然中探索“天人合一”的艺术

之境，挖掘当代中国画中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关

注，将这些元素融入到作品中，展现中国画的独

特魅力。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善于发掘和把握生

活与自身的情感，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

在不经意间发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艺术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