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haom@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B3责任编辑∶赵 美 视觉设计∶戚黎明

2015年1月10日 星期六

/海外专稿

!"#$年!无论国内外似乎都是"经典

大师#们当红的一年$英国%卫报&中选出的

十大展出过半都是已故大师的展出! 而在

上海也同样如此$ 现在谈起莫奈'鲁本斯'

凡戴克等! 想必很多人立马就能想起自己

参观时或是电视报道中! 那大排长龙等待

入场的画面$为什么今年"经典(如此吃香)

我想! 是因为人们更希望从艺术中收获平

静了$

几个世纪前的经典作品几乎都是绘

画!今年有不少重量级的画作亲临上海!甚

至吸引了很多特意从外地赶来的参观者!

只为一场画展$这些绘画作品是安静的!但

是却能从中感受到艺术大师的人生!他

们的情感故事都包含在这一幅幅画作中!

等待知音人的出现$ 那些大师的创作是安

静的! 于是我们往往能从画作中感受到他

们在创作时的专注! 这对于在快节奏中生

活着的都市人而言都是奢侈的$ 比起当代

艺术表现手法和表达情感的强烈!这些*经

典(可以说是治愈系了!当观众静静地站在

画前思考的时候!这种平静带来的享受甚至

超越了对作品意义的解读!更能让人愉悦$

除了观众!艺术家也不妨静一静$尽管

当代艺术有需要强烈表现的需要! 但有时

候也不妨从传统中找找初心! 更多地思考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究竟需要什么样

的创作精神$

“非主流”复古，根本停不下来
! 单靓瑜!本刊伦敦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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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过去的 2014年年末，
英国《卫报》针对这一年内表现
突出的艺术展出进行了回顾和
评点，并由此选出十大最佳展
出，带领读者再次回顾并总结
2014年架上绘画的状态。作为
博物馆最多的国家，英国对艺术
的敏感度也是数一数二的。借由
分析《卫报》评选出的最佳展出，
我们也一同回顾分析2014年的
艺术动向。

! ! ! ! !"#$年底，英国《卫报》评选出 !%&$年最
佳展出 '()#%，其中包括伦勃朗、毕加索、安
迪·沃霍尔等知名大师作品展，其中也有不少
不受关注的“非主流”已故艺术家作品展大受
好评，无疑又是一股艺术的“经典复古潮”。

# 即便不看!卫报"的排行榜名单#其中

上榜的展出想必大部分在英国生活的人也都

略知一二$今年艺术展出的趋势非常明显#可

以说就是%复古&在大行其道#一些已故的艺

术大师作品展抢尽了风头$

比如荣登
上榜的“伦勃
朗：晚期佳作”
集中了伦勃朗
表现晚年风格
的大约 $%件油
画、!% 件素描
以及 *"件版画
作品。伦勃朗的
人生经历大起
大落，经历过少
年得意，也经历
了晚年凄凉，这
让他早期与晚
期的作品风格
截然不同，现实
生活的磨砺使他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显然
英国人对这位荷兰艺术大师格外热衷，伦勃
朗主题的画展几乎都很受追捧。作为相当多
产的画家，伦勃朗能够展出的作品也有很大
的选择余地，他的画作可以各种主题来呈现，
显然也能带给观众不同的参观体验，这或许
正是“伦勃朗：晚期佳作”上榜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似的还有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的
“透纳晚年之被放飞的画作”，尽管没有伦勃
朗那样戏剧化的人生经历，但这位早早成名
的天才留给现代人的不仅仅是他驾驭娴熟的
风景画，更有其到老也不放弃的创作激情。这
场展出的作品反映出他到老也敢于尝试新风
格的勇气，尽管“剑走偏锋”，在当时并不受欢
迎，但在今天看来，却意义重大，这种近似“抽
象”的风格，甚至启发了莫奈的印象主义代表

作《印象·日出》。在欣赏画作的同时，更该为
透纳的执着与勤奋而赞叹。

#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上榜的展出有不

少是过去并不受到关注的艺术家作品展#比

如十六世纪意大利艺术大师乔凡尼'巴蒂斯

塔(莫罗尼和十六世纪威尼斯最受欢迎的艺

术家之一的委罗内塞$ 这些非主流的%黑马&

的出现无疑带给%久经沙场&的英国人不少新

鲜感$

尽管诸如毕加索、伦勃朗这样名字就是
“金字招牌”的艺术展很保险，只要策划得当
就不太会冷场，但对于观众而言，精心策划出
更加多元化的展出才是真正的亮点。正如英

国皇家艺术学院展出的“乔凡尼·巴蒂斯塔·
莫罗尼”，就是将焦点集中到你不太能想到的
一个点上，挖掘出这位曾经当红却被遗忘的
十六世纪艺术大师的魅力所在。如果笼统地
以“文艺复兴”或“十六世纪意大利”之类的名
头出现，就显得既宽泛又无新意了。本次展览
是莫罗尼在英国的首秀，展出将重点放在了
莫罗尼从未公开展出过的贝加莫教堂祭坛画

以及为私人创作的新教作品上，介绍了莫罗
尼的艺术生涯，并且是对其艺术成就的重新
发掘与肯定，让观众重新对这位文艺复兴大
师燃起了浓厚兴趣。这样的策划又怎能不受
关注呢？

而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委罗内塞：文
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辉煌”也有异曲同工之
妙，与提香、丁托列托并称文艺复兴时期威尼
斯画派三杰的委罗内塞在现当代却并不如另
两位那么出名，但单独将他的作品独立成展
不仅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了这位传统代表画
家的风格，更能从这一个点去理解文艺复兴
时期的艺术。

# 在十个上榜展出中#只有一个是当代

艺术家作品展#足以见得 !"#$年%复古潮流&

来得有多猛$ 一方面是当代艺术展往往备受

争议# 活着的当代艺术家名气也确实没有已

故的大师响# 这也反映出当今艺坛颇有些前

后不接的趋势$

现代人看待艺术家和其作品，不再如同
过去那样拘泥于流派和风格，似乎不打上标
签就不算艺术家，这是艺术家们的机遇，但也
同样会有更多不同声音出现，在更为个性化
的时代中，想要独占鳌头真的很难。今年唯一
上榜的是被称为“当代艺术巨人”的德国艺术
家安塞姆·基弗，展出作品横跨了艺术家 $"

年的艺术生涯，包括绘画、雕塑和装置作品。
《卫报》资深艺术专栏作家 +(,-./-, +(,01评
论道，“在这一年中有许多令人大开眼界的已
故大师的展览，但是欣赏一位在世艺术巨匠
的作品却是另一回事。他既严肃又有趣，让人
觉得我们时代真的非常具有创造性。”要说这
位当代艺术家的展出有什么特色，恐怕还是
他层出不穷的新作品，让他在一众已故大师
的光环下仍然占据了一席之地。

尽管《卫报》的这份评选并不能完全代表
一切，但从中透露出的讯息却相当引人深思。
当我们已经迈入 !%&2年之际，又有大大小小
各类展出等待着我们，我们无法预测 !%#2年
“复古潮流”是否还会延续，又或者会有更多
“非主流”的大师作品与观众见面，也或许“复
古潮流”会被当代艺术家抢去风头。作为观
众，我们只要静静等候与艺术家们的新一次
相遇就好，总会有惊喜等着我们。+本刊元月 %

日英国伦敦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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