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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巡览 /

作为克拉克艺术馆的创始人! 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

以他丰富的艺术收藏品享誉世界! 从这次在上海博物馆举

办的 #从巴比松到印象派$ 克拉克艺术馆藏法国绘画精品

展%即可看到他对艺术事业的毕生奉献&这位伟大的艺术爱

好者还有另一个不为大众熟悉的身份$ 他是一支科学考察

队的发起者! 曾在 !"#$年至 !"#"年间带领他的队员穿越

中国大西北!对中国的地理'气象'生物'民族志等多个学科

的研究作出颇多贡献&

克拉克考察队在 !"#$年从北京坐火车出发!随后辗转

骡马! 他们一心想要为没有记录的中国北方地区绘制第一

幅准确的地图并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后来博物学者阿瑟"

查里"索尔比也加入了克拉克考察队!他也是(穿越陕甘)一

书的合作者&考察队里还有一位艺术家'一位医生兼气象学

家'一位翻译'一位测量员以及多位助理人员& 当时正值中

国历史上特别动乱的时期!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辞世!

中国的封建帝制正在走向灭亡&

陕甘是现今中国陕西省和甘肃省的简称! 克拉克考察

队考察的区域实际要广阔得多! 还包括了相邻于陕西和甘

肃东面的山西省和河南省&一如在(穿越

陕甘) 一书的前言中所提到的!#出版此

书只是希望借中国再一次得到西方关注

之机再度引发大众的兴趣%&此书不但有

详尽的描述! 还有照片和重要地点的绘

画!包括了长城'丝绸之路'庙宇'修道院

和窑洞& 通过对地理学'动物学'天文学

和文化的考察!本书提供了历史'经济'

建筑和当地农业等详细内容&在此!摘录

该书对中国长城的描述$

#长城在这实际上是划分鄂尔多斯

和陕西的边界线! 就像地球表面一座低

低的山脊&然而!那些每隔约 %##码而建

的烽火台让人一眼就分辨出来!那就是长城而不是山脊&从

许多方面来说!长城古迹保存得完好!让人无法不惊叹!令

人遐想长城并非仅仅只是砖块或石头堆砌而成& %

与斯坦因'伯希和等二十世纪初来到中国的外国考察队

不同!克拉克自始至终贯彻了他的考察初衷***以严谨的态

度深入黄土高原腹地进行科学调查& 他的考察队非但没有从

中国带走任何出土文物!还对所经地方的村民有求必应!不遗

余力地提供医疗救助& 考察结束后! 克拉克考察队把他们收

集'制作的动物标本全数捐赠给了科学研究机构&相比斯坦因

等人因引发文物所有权问题的争议而备受大众瞩目! 克拉克

考察队纯粹的动机和公益的性质反而使其成为了世人关注焦

点之外的一场默默无闻的旅程&

斯特林+克拉克拍摄的一系列历史照片展示了一个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以及对中国的理解& 美国克拉克艺术

中心馆长迈克尔"肯弗迪说&,这些照片也是难得的历史

文献!它提供了珍贵的影像!包括了雄伟的地貌和考古文

物&我们相信它们被广泛了解后!将日益被评论家和公众

视为珍宝& %

这次! 上海博物馆借着与克拉克艺术馆联合举办画展

的机会!特意为观众开辟了四楼第三展厅!以,斯特林+克拉

克在中国$!"#$'!"#"%为主题!展示克拉克先生在中国考察

期间留下的珍贵历史照片! 希望大家能够对克拉克考察队

的活动多一点了解! 并体会克拉克先生值得尊敬的国际主

义精神& 斐翔

! ! ! !今天，这些艺术精品随着“从巴比
松到印象派：克拉克艺术馆藏法国绘画
精品展”来到了上海，并从 !月 "!日至
"#月 "日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特展，与
大家重温西方艺术史那段璀璨的时光。
这次展览由上海博物馆与美国克拉克
艺术馆筹备三年联合打造，共展出 $%

幅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克拉克夫妇
的毕生收藏，&!'' 年后由他亲自筹划
建立的克拉克艺术馆保管至今。
此次特展以广大中国观众熟悉的巴

比松和印象派风景画为开端，观众可以
观赏到法国画坛革命的领军人物柯罗、
米勒、卢梭等巴比松派画家的经典作品，
以及见证了印象派从新生到成熟的毕沙
罗、莫奈、雷诺阿等人的风景写生。在展
览的第二部分，曾在官方沙龙中绽放异
彩的学院派画作在这里与落选者沙龙中
的印象派典型作品共聚一堂，让大家领
略十九世纪法国画坛的真实面貌。最后，
观众将在第三部分与生活在十九世纪不
同阶层的人物见面，目睹他们的日常生
活、娱乐活动以及时尚风潮。
巴比松派画家以描绘 &!世纪法国

乡村风景与田园生活闻名。米勒作为巴
比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期于画作中
追寻乡村生活的纯粹与朴实，牧羊女是
他最喜爱的题材之一。此次展出的其于
&()#年绘制的《牧羊女：巴比松平原》
中，一位牧羊女把羊群交由她的牧羊犬
看管，自己专心地编织着一只羊毛袜。
生活在巴比松的米勒经常看到这样的
情景并画下速写。然而，有证据显示这
幅画是米勒在画室中循着记忆、经过精
心构思所作。以织袜子的牧羊女为前
景、羊群为背景的画面不单纯是米勒日
常所见，也包含了他对宁静的、自给自
足的乡村生活的情感。
柯罗是法国著名风景画家、巴比松

派的领军人物。他在成熟期的风景画以
调和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为特点。随着
年龄渐长，柯罗的作品在晚期呈现出梦
幻般的风格。《伯约明群岛的浴女》即是
该时期的代表作。画中描绘的是意大利
北部的马焦雷湖，然而创作这幅画时柯
罗已有 %*年未见过马焦雷湖了，因此
他描绘的是记忆中的、理想化的湖景。
画中的景色有一种迷雾蒙蒙的梦境般
的气氛，前景两位缺乏实体感的浴女和
谐地融入背景，为画面更增添了几分超
然的意境。
相比巴比松画派，印象派更为国内

的观众所了解。此次其中的代表性人
物，如莫奈、德加、雷诺阿等的作品都有
所展现，其中莫奈的《溪中鹅》是在
&($+年印象派画家第一次联展前的几
个月完成的。在这段时期，莫奈与巴比
松派的画家交往甚密，经常一起写生。
像其他该时期莫奈的作品一样，《溪中
鹅》色彩明快、颜料涂抹厚重。橘黄和金
黄的秋叶在阳光下闪耀，在泛着涟漪的
水面上投下倒影。莫奈采用了竖构图，
以树丛包裹小溪、小径和农舍，仅留下
依稀可见的一小片天空，营造出一种私
密感。莫奈的作品一般采用横构图，像
《溪中鹅》这样的构图十分少见。

毕沙罗被称为“印象派之父”，也是
唯一一位参加了所有八次印象派展览
的画家。在工业革命渐渐侵入 &!世纪
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业建筑如雨后春笋
般突起于城市郊区的地平线上时，毕沙
罗敏锐地将这些时代特征的风景纳入
画框。这样的风景画题材在以学院派为
代表的传统审美中是不可想象的。在其
于 &!$%年绘制的《蓬图瓦兹附近的瓦
兹河》中，展现的是巴黎城郊新建的酒
厂，就在毕沙罗当时住所的对面。从画
家多变的笔触和对光线的把握可以看
到印象派典型的特征。

身为印象派的奠基者，马奈拒绝了

所有印像派画家展览的邀请，执着的向
官方沙龙一次次提交自己的作品。《瓶
中的百叶蔷薇》是马奈晚期的作品。当
时的马奈顽疾缠身，但依旧坚持在病榻
上画小尺幅的花朵、水果静物画。这些
作品大多数送给了他的朋友。画家以娴
熟的技法、简练的笔触刻画出玻璃瓶中
的折射效果，仅以寥寥几笔勾画蔷薇。

&!世纪，到剧院观剧成为巴黎上
层社会的一种重要消遣方式。敏锐感受
到现代社会变化的印象派画家们也将
这个题材纳入自己的绘画。雷诺阿先后
创作过几幅以剧院包厢为题材的画作。
据雷诺阿的画商诺德朗说，&((* 年创
作的《剧院包厢》本来是一位客人为自

己女儿订制的肖像画，但事后对成品不
满意而拒绝购买。雷诺阿对画面中的黑
衣女子进行了修改，并涂去原来在右上
角的一位男子，将这幅画改成了当时流
行的风俗画。

$%幅作品里最受到关注的一幅就
是法国画家让,莱昂·杰罗姆在 &($!

年绘制的《弄蛇人》。杰罗姆的画风遵
循了学院派的传统，但随着他在远东
地区的游历，他的绘画选题逐渐偏离
了传统的历史绘画，转向了令他名噪
一时的东方主义。他在北非、中东游历
期间用草稿和照片记录了大量自然景
观、风土人情和古迹建筑，回到画室中
后把这些资料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弄蛇人》背景中的蓝色建筑来自今伊
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匹皇宫，地砖很有
可能来自埃及的阿慕尔清真寺，而全
裸的弄蛇男孩和身着异国情调的观众
则是画家根据旅途所见拼凑而成。斯
特林·克拉克的父母曾一度拥有此作，
&!+- 年，当他在市场上重遇此画后，
便毫不犹豫地以 '**美元的低廉价格
买了下它。

从巴比松到印象派
克拉克艺术馆藏法国绘画精品

! 晓方

斯特林·克拉克
在中国

" 人物介绍

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
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经济、
科技、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
式的大变革。在这场风暴
中，欧洲的艺术中心———法
国也经历了一个风云迭起
的世纪。新的绘画流派随着
资产阶级的兴起、大工业时
代的来临以及新思潮的涌
入脱颖而出，与传统的古典
风范争艳斗芳。二十世纪
初，美国胜家公司继承人罗
伯特·斯特林·克拉克来到
欧洲，在众彩纷呈的艺术界
中找到了他毕生的兴趣所
在。此后几十年中，他以敏
锐的眼光收集了一批包括
多种画派代表作的十九世
纪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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