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被很多人视为 !"世纪艺术开拓

者之一的马塞尔!杜尚至今仍受到不

少争议" 这反倒验证了杜尚的影响力

是多么大# 他是一个对抗传统的叛逆

者"他的光怪陆离$奇思妙想却都是对

残酷现实的无声抗议" 而正是这份不

惧质疑的坚定" 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

了这朵艺术界%奇葩&#

杜尚不仅在西方当代艺术史上影

响力大"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而言"杜

尚无疑是一个颇具号召力的旗号"每

年都会有大小展出借着杜尚的名义吸

引观众"可以说"他是许多中国人心中

%当代艺术&的代名词#

然而我更想说" 除了欣赏杜尚的

各类作品" 学习一下他对艺术创作的

态度更加重要# 原创性是杜尚最值得

称赞的精神" 杜尚在他那些看似怪诞

的作品中所透露出对世界$对城市$对

人类的思考尽管难懂" 然而这些刻意

的反理性背后" 却有着心灵解放的意

味在# 杜尚喜欢利用一些现有的物品

来再创作"让它们从实用变为美观'一

些装置甚至只是将物件简易地重新搭

配"就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味#

而现在有些艺术创作往往哗众取

宠"或是为了赚钱而作"让人除了看得

一头雾水还是一头雾水" 一旦被问起又

总拿抽象来蒙混过关" 这样的创作早就

失去了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精神(((真

实#无论以什么手段来呈现"如果没有深

切的思考在"那么什么样的形式都只是

空壳"非但成不了%奇葩&"反倒成了笑

话# 谨以即将来临的 #月 !$日(((杜

尚诞辰"期待更多艺术%奇葩&出现#

! ! ! ! !月 "#日，为了纪念伦勃朗诞辰，我来到了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伦勃朗的地方———荷兰海牙
的莫瑞休斯博物馆，那里珍藏着伦勃朗最著名
的画作之一的《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画中进
行教学的外科医生正是当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扬·杜尔普博士，伦勃朗也
因这幅画的成功而在画界一举成名。当时看了
画后，伦勃朗就成了我最喜爱的艺术家之一。
还记得今年 $月，荷兰一批快闪族在一家商

场以动态的形式，重现了伦勃朗的《夜巡》，这幅在
当时最具争议的作品如今却是荷兰绘画中重磅级
的一员，画面上的一众人物表情各异，眼神看向各
个不同角度，无论是集体肖像的形式，还是略带诙
谐的神情，都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叛逆。油彩更丰
富，甚至带有闪烁的金黄色调，其中明显的巴洛克
风格呼之欲出。我想，如今以“快闪”这种新运动来
展现《夜巡》的场景也颇具象征意义，一如当年这
幅画一出世，就在挑战并试图打破当时人们的固
定思维，这才是艺术最出彩的功能？
很多艺术家都为他人绘制过画像或创作过自

画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没有哪位画家会像伦勃朗

那样大量绘制自画像。或许按现在的理解，有人会
觉得这纯粹处于伦勃朗的“自恋”，而看过了他的
肖像画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伦勃朗非常着迷
于对人的本质的探究，他绘制的不少神话题材肖
像都取材于他认识的人。比如创作于 %&'$年的
《扮作花神的沙斯姬亚》就是以伦勃朗深爱的妻
子———沙斯姬亚为模特画的。在这幅油画中，他将
新婚妻子描绘成古代罗马女神弗洛拉，弗洛拉也
是暗示多生子女的女神，所以一般认为，她左手的
姿势表示两人想有孩子的愿望，整幅油画洋溢着
伦勃朗沉浸新婚之中的愉快心情。他近百幅的自
画像就像是无字的日记，忠实地记下了他不同时
期的样子和心情，是真正的“自画像”。
当被命名为“伦勃朗光线”的绘画技巧出现在

《夜巡》中时，却没能像今天这样受欢迎，画里的警
卫无法接受自己被放在黑暗的背景中，如今这却
让伦勃朗晋升世界一流大师行列，可见真正的艺
术价值还得等待时间的考验。而今的艺术创作往
往只想一夜成名，浮夸莫名的怪东西接踵而至。多
了解艺术大师，或许能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启示。
)本刊荷兰阿姆斯特丹专稿"作者为本刊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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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的 !月 "&日，恰逢英国 "(世纪最重
要的艺术家乔舒亚·雷诺兹 （)*+ ,-./01

2345-67.）诞辰 89:周年，对于这位被认为是 ;(

世纪伟大的学院派肖像画家的大师，他的创作
对于英国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这一点是
只有在英国才能体会到的。

对于 <9:周年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英国人并没有大张旗鼓地举办什么样的纪念活
动，但是这个月专程前去伦敦国家画廊、牛津基
督教礼拜堂等地参观雷诺兹经典作品的人却明
显增多了。作为中国人，我虽然知道雷诺兹在艺
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却始终无法体会英国人对
他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直到我向一位
英国朋友弗雷德提出了这个疑问，他的回答让
我动容：“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对孔子的崇拜，这
么说或许并不完全准确，但对我们而言，雷诺兹
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孔子’吧！”
雷诺兹的作品往往是庄严的，他擅长肖像

画，更擅长创作历史画性质的题材，他曾经前往
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认真学习了拉斐尔、
提香、米开朗琪罗等人的绘画风格，不但是为了
提高自己的画技，更是将他学到的东西带回国。
雷诺兹极其推崇米开朗琪罗，以至于为了研究
西斯廷教堂的画作时，因长时间坐在通风口旁
边而影响了听力，没多久便不得不戴上助听器。
"!&(年，雷诺兹创建了皇家学院并担任院长，
将他推崇的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的美术大
力推崇，他做了一系列演讲，以艺术创作的“纯
正”趣味和法则为基准，大力倡导“宏伟风格”。

英国的艺术觉醒是欧洲诸国中较晚的，而
"(世纪正是英国艺术萌发的关键时期，雷诺兹
的创作理念和教学思想在当时显得更加难能可
贵。尽管当时贵族之间盛行请艺术家为自己创
作肖像，雷诺兹也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用在社
会需要的肖像画上，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实践自
己的理念。他试图将每幅画画得比前一幅更好，
《草莓姑娘》、《纯真年代》、《德文郡公爵夫人和
她的女儿》等画作，展现了他对妇女和儿童形象
的精准把握。
除了题材，雷诺兹还试图在颜料和油彩上

创新，所以他的许多画在当时就已退色或变形
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受欢迎程度。他的一位
朋友甚至说：“雷诺兹的画就算退了色，也比其
他人刚画好的强。”
这些小故事都是弗雷德告诉我的，我想他

喜欢的绝不仅是雷诺兹的画，或是雷诺兹的经
历，他更喜爱的是雷诺兹身上始终坚持自己的
理念，坚持学习并不断创作的这股劲儿吧！至少
在我听来，我是深深地被感动了。之所以不需要
大肆庆贺 <9:周年纪念日，恐怕是因为雷诺兹
早已是英国人艺术日常的一部分了。)本刊英国
伦敦 #月 %&日专稿"作者为本刊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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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伦勃朗画人性
! 季铭强 #阿姆斯特丹$

就爱这朵“奇葩”
———反传统而成就经典的马塞尔·杜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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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浩瀚的艺术史上& 有无数大师名家推动

着艺术的发展&在艺术高度发达'媒介丰富多样

的今天&玩艺术的人多了&但是能够成为大师的

却越来越少( 借着纪念同是 !月诞辰的艺术大

师)))!月 "#日的伦勃朗'!月 "$日的雷诺兹

以及 !月 %&日的杜尚这三位代表不同国家'不

同时期艺术发展的大师& 我们来好好反思今天

的艺术创作究竟少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