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泰国手工艺者正在制作孔神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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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 !""多年前泰国大城

王朝时期的孔剧是泰国传统文化

的代表!融合了舞蹈"音乐"诗歌"

绘画" 武术和皮影等各种艺术形

式于一身#

而随着时代更替! 孔剧和其

他传统艺术一样受到了挑战!特

别是年轻的欣赏者越来越少$ 为

此!泰国官方和民间齐心协力!共

同呵护这一传统文化遗产$ 已故

的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不

仅是作家和历史学家! 也是一位

著名&票友'!他把自己在曼谷市

内的家改造成了孔剧场$ 去世 #

年后! 他的故居被改造成为孔剧

博物馆! 现已成为特色文化景点

之一$

泰国民间也有一批坚定的孔

剧爱好者$ 由曼谷一位导演发起

的孔剧俱乐部里! 每天下午 $点

钟都会吸引 %"多名青少年排练

%个小时的孔剧! 这是泰国第一

家公司化的孔剧团$去年开始!他

们在国内巡回演出!每个月换一个城市$

而由孔剧衍生的面具艺术则世代相袭!

流传至今!被称为&泰国古典艺术之花'$制作

面具的工匠需有广博的知识和精良的技艺!

才能制作出与角色吻合的面具$ 在日前于大

宁音乐广场举办的 &"'$上海首届泰国名品

汇上! 来自泰国本土的手工艺者将精湛的手

工艺绝活带到了上海观众的面前$ 除了面具

制作外!在现场!上海观众还能学习到传统的

水灯制作"纸伞绘制等$ 小玲

走进北美亚洲艺术第一馆
" 魏莱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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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东方文化的创始人
在 !"世界早期，远东作为一个神秘的存

在，已经成为欧洲考古界的热门。二战结束
后，文化中心、社会财富发生了转移，于是收
集东方艺术的潮流，从欧洲蔓延到了美国。然
而，真正尊重、研究东方文化，系统化收藏中
国古玩、艺术的收藏家并不多见，其中，能够
把所有藏品捐献给公共博物馆，免费对观众
开放，为学者提供资源的美国第一人，就是弗
利尔美术馆#$%&&% '())&%* +, -%./的创始人，
傅兰雅（01(%)&2 3(45 $%&&%）先生。
傅兰雅生于 67世纪中期，在铁路建设上

发家后，傅兰雅又同合伙人一起创建铁路车
公司，成为当时的著名大亨。然而，由于事业
上的压力，佛兰雅被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因
此，开始培养起艺术收藏的兴趣，他开始系统
地收藏中国和日本的古代工艺品。在当时的
美国收藏界，收藏中国艺术的人寥寥无几，傅
雅兰也因此被后世称为“先锋”。
傅兰雅 8次访问中国，进行考古研究，也

同当时在上海的收藏家、中国文物研究者建
立了联系。与其他备受争议的考古“掠夺者”
不同，傅兰雅对中国艺术保持着尊重和爱护
之心。他认为考古最重要的是对古迹的保护，
并出资与人合作开设过考古教育项目。《佛光
无尽———弗利尔 676"年龙门日记》中就记录
了傅兰雅在龙门石窟考察时的情形。回到美
国后，他念念不忘中国，但 6767年因病情恶
化去世。
在 !"世纪早期，傅兰雅已将全部藏品捐

献给史密森国家博物馆系统，决意建立一个
公共东方艺术馆，以“提升人类精神”，其中中
国艺术的藏品，数量最多。在 67!9年弗利尔
美术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后，!"世纪后期，发
明“安定”而致富的神经医学博士赛克勒出资
在弗利尔馆边上建立了赛克勒博物馆，展出
他向史密森系统捐献的一部分亚洲艺术藏
品。至此，弗利尔与赛克勒并称为史密森国家
亚洲美术馆。

用新技术改变观展体验
直至今天，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下简

称弗利尔馆）都是西方首屈一指的东方艺术
馆，首要原因在于馆内展品研究价值高。早在
傅兰雅收藏中国艺术品时，他已明确希望能

够建立唐、宋艺术品的完整系列，但当时资源
所限，最终成就了丰富的明清艺术品馆藏。另
外，弗利尔馆在 !"世纪早期曾从古董商手中
购得许多古玉，当时这些玉件在中外藏家眼
中未得到重视，然而随着 !"世纪中国考古界
对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 !6世纪良渚遗迹获
得了世界性关注，傅兰雅所收藏的一些古玉
中也被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证
明。
布展时，艺术馆着重还原特定展品的文

化语境，比如 6:年春夏展出的明代吴门文人
画展，解说文字中不仅按常规包括艺术家生
平、作品简介，还特意加入“符号象征”这部
分，来解释中国画中常见的视觉元素所指向
的寓意。展览以书法和绘画交织，在呈现沈
周、唐寅、仇英、文征明等大家个人风格的差
异，并且通过细节上的完善，来帮助观众理解
艺术作品的内涵：文征明的书法《蜀道难》旁
配上全文的英语翻译，避免美国观众图像化、
装饰化地解读中国书法；在展出据传由文征
明题字的古琴时，展厅里也悠悠地播放着《流
水》古琴曲。
另外，弗利尔馆能够敏锐地嗅到时代潮

流，学习新事物，利用新技术来增强观众的观
展体验。

比如今年的热门展“信仰的肉身———9;

大日如来”，利用 9;扫描艺术展示了一尊珍
稀北齐佛像身上的各层浮雕，将其转变为 9;

电子影像；游客能像观看短片般，全方面检视
佛像周身，公众、研究者也能从网站上接触佛
像，因此，这个展已成为佛教雕塑研究中难得
的远程资源。热度持续不衰，华尔街日报亦进
行了深度评论。

这是一个以一件展品为根基的展览：一
件馆藏的北齐石灰石佛像，真人般高，佛像的
僧袍上密密麻麻地雕刻着佛教故事。弗利尔
的中国古代艺术策展人卫其志（<&=.1 >=)!

2+4）先生与史密森数字化项目办公室合作，
利用 9;影像技术，将佛像身上所有的雕刻
叙事都扫描下来，建立了一个 9;佛像影像
模型。透过陈列的液晶显示器，游客能够用手
指触碰这个 9;模型，并且 9:"度地观看佛
像正、反、侧面的浮雕，通过液晶屏，游客还可
以放大某一雕刻细节，仔细观赏。同时，展览
也展示了常规的考古拓片，与 9;模型形成
对比，让参观者感受到科技对于文物研究的

影像。这个 9;模型足足花费工作人员半年
时间，最大的受益人却是中国佛像的研究者，
因为不需要到馆里，在网上就可以以高清画
面零距离接触佛像。就如卫其志先生所说，
“我们希望方便中国同行的研究。”

致力于推广亚洲文化
弗利尔馆不仅从事亚洲艺术的展览与研

究，它也长期致力于推广亚洲文化与艺术。比
如放映各类亚洲电影，举办音乐演奏会、座谈
会等。在当代艺术的展出上，也以能鲜明表现
当代亚洲、亚裔艺术家的思考及文化背景的
展品为主。

比如徐冰的《猴子捞月》，这是一个贯穿
三层楼、自赛克勒馆天顶一直悬垂自地下室
三层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作品衍生于中国
典故，由 !6只“猴子”首尾相连组成，底部则
是一个蓝色马赛克砌成的水池，作品的意义
在于对人的提醒：看似吸引人，让人想要全力
抓取的事物，可能只是镜花水月，并不真实存
在。
每一只“猴子”其实是不同国家语言的

“猴子”的书法字样，并且在每层楼梯的扶手
上，都给出了不同楼层所显示的语言的解释。
这使这件装置艺术作品具有了一种互动效
果，经常可以看见观众围着解说念念有词，非
常有趣。

弗利尔馆并不以“高大上”而著名，它在
博物馆中以“小而精”为人称道。术业有专攻，
它专注于亚洲美术，且依然执行着傅兰雅的
遗愿：为亚洲艺术史研究者、评论员、学生，提
供免费、开放的资源。在对藏品的科学研究，
对历史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美术馆的策展
人以个人长期的学术研究为线，科技手段、创
意为辅，推陈出新，让展览有趣，同时不失教
育性。
这是一间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少数

派”美术馆，因为在北美，亚洲艺术依然不主
流，但弗利尔馆的策展、教育水平保持了近一
个世纪，依然有口皆碑，让人心生敬意。

今年，美国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
连接推出了几个被博物馆界和公众交口
称赞的展览。“奉献之身———3D大日如
来”特展、“孔雀山———重建阿佛汗的艺
术家”展、“红———明代瓷器与马可罗斯
科”展，以及最近的“古兰经的艺术———
土耳其博物馆与伊斯兰艺术的珍品”展。
作为一个目前在弗利尔美术馆实习的中
国留学生，很想和大家聊聊这个“北美亚
洲艺术第一馆”背后的故事，以及它给我
们的一些借鉴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