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史里看汉风飞扬 □徐沛君

《
徐
州
美
术
史
》

王
雪
春
主
编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2
0
2
2

年10

月

江苏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兴盛之地。谈到
江苏美术，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兴起于
明代苏州的吴门画派、活跃在清代扬州的扬
州画派以及20世纪活跃在南京的新金陵画派
……但在不少人印象中，地处江苏北部的徐州
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当代的铁路交通枢纽，是
煤炭工业与重型机械制造业的重镇。若论及
美术，除了汉画像石外，徐州似乎没有太多值
得关注的东西。

这无疑是一种误解。长久以来，江南文化
比北方文化更受青睐，“吴韵”比“汉风”更为

人们津津乐道。种种惯性思维加上地域偏
见，遮蔽了人们审美的眼睛，以至于徐州的文
化成就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实际上，“大风
起兮云飞扬”的雄强之气与“郁郁乎文哉”的
艺术氛围并不矛盾。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
徐州地区的美术都在江苏省乃至全国的文化
版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只是由于种种原因，
它的光芒未能被社会广泛认识。数十年来，
学界对徐州美术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大多
体现为当代艺术家个案介绍或专题类研究，
缺乏一部能全面、系统反映徐州美术历史面
貌的大型文献。

《徐州美术史》以 50 万字、数百幅图片的
规模，勾画出徐州美术的演进历程，呈现了徐
州美术独特的内蕴。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
富，既是一部区域造型艺术的历史图册，也是
学者们对区域美术理论思考的结晶，更是人
们深入了解徐州文化的重要窗口。展卷阅
读，不难发现这部著作的可圈可点之处颇多。

《徐州美术史》是一部区域美术专门史，也
是一部区域美术通史。“通史”是相对于“断代
史”而言的一种叙述体例，其特点不仅体现为
年代的连贯性，还要“通古今之变”——反映
事物的赓续和嬗变。在这部著作的开篇，研
究者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由此探
徐州美术之源，随后叙述其流变，历经石器时

代、青铜器时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
代、宋元明清，结束于20世纪。这部通史时间
跨度很大，按时间顺序分为七章，夹叙夹议，
人们读起来有一气呵成之感，从而对徐州美
术的传承脉络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反过
来，不同年代的美术遗珍，也从不同角度反映
出时代的更替和社会风云的变幻，发人深思。

《徐州美术史》学术构架合理，内容丰富多
彩。作者遵循着美术史著作的常规做法，按
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不同门类
展开阐述，史论结合，言必有据。虽然徐州美
术的发展与演变在总体上保持着连续性，但
在历史长河中，不同门类往往此消彼长，其演
进线索也时隐时现、时断时续。著者尊重史
实，在写作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重点突
出，详略得当。章节的安排亦基本合理，读起
来能感受到一定的节奏感。比如，在某些历
史时期，画像石、陶俑、佛教造像遗存丰富，考
古成果丰富，书中对此着墨多，分析也很深
入；历史上徐州书法成就斐然，于是书中对此
也进行了重点阐述，相关文献考据准确可信，
对具体书法作品的分析也很精到；徐州近现
代的绘画及美术教育成果显著，影响广泛，于
是书中对此的论述也很充分。上述内容，都
是这部著作的亮点，值得读者细心品读。书
的第七章还专门辟出一节阐述徐州现当代的

民间美术，包括泥塑、面塑、玩具等。这些品
类基本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是地域
文化多样性中最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这部分内容，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徐
州乡土文化的特色和审美心理。乡土文化朴
素而充满生机，它其实也是徐州美术的另一
个“源”。

《徐州美术史》的学术视野开阔。这部著
作的落笔点固然在徐州，但作者没有就徐州
论徐州，而是在以徐州为基点，观照淮海地
区、全国甚至海外，分析徐州美术与周边地区
文化的相互影响，论述文化个性与共性、文化
差异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种种关联。比如，在
阐述近现代徐州美术时，书中认为，徐州美术
社团的涌现与国内的社会变革、西方思潮的
影响有关，同时也指出，徐州美术社团“对民
国初期的美术运动和美育创新都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同时，社团通过师徒传承和核
心影响，进而构建起一个具有辐射关系的地
域性美术精英群体，为地方‘书派’‘画派’的
形成奠定了基础，对民国及现代画坛格局产
生了世纪影响”。这些观点，都颇有见地。

《徐州美术史》的著者探幽发微，搜妙寻
珍，为“人文徐州”留存了一份造型艺术的历
史档案，也让人们认识到该地区美术遗产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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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真好、林长民真好、梁思成真好、沈
从文真好、费慰梅真好……林徽因真好。

阅读《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看见的不只
是林徽因，而是一个时代，是这些让我感叹“真
好”的人们。

作者于葵，林徽因的外孙女、梁再冰的女
儿。家族后辈写敬仰的先人，有美化的滤镜，回
避了某些复杂的人事纠葛的讲述，然而，初衷

“是为了缅怀亲人，表达思念”这样的书写，呈现
了一种澄澈的、纯净的表达，有赖于作者的真
情、审慎与克制的态度，它的确是要“带给读者
一个既不被无限虚夸、也不被恶意贬损的林徽
因”。

全书有许多内容之前未见。由于作者身份
特殊，她能获取梁、林家族及其同时代人许多原
信、原稿、照片或各种遗物，这是其他传者没有
的优势，这部传记的影像记录给人以琳琅之感；
同时，作者也得以拥有多重视角，既有家人的，
有其他亲友和研究者的，也有林徽因自己的文
字或“自述”，三者融汇，凸显了这部传记的最大
特点——真挚。

唯有真挚，最能配得上对林徽因的讲述；唯
有真挚，最能让读者沉浸于情感的氛围，更进一
步去深思：是什么造就了林徽因？

铸造林徽因人生底色的，离不开“两位父
亲”的悉心教导和爱护。林长民1920年携林徽
因游历欧洲的日记始终保存在于葵家中。林长
民的艺术气质和文化底蕴，对女儿有很大的影
响，家学的熏染、父亲的传授，对日后成为建筑
师和诗人的林徽因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如
今后世子孙拥有的珍贵的家族遗产。林长民遇
难之后，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要他“慢慢地拿

达观的道理安慰他（她）”，拳拳心意，溢于言
表。未来的岁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将遭遇无穷
的厄运，而早年梁启超恩重如山的关怀，始终是
他们婚姻的强大支撑。

林徽因立志成为一位中国女建筑师，可是
将梦想变为现实并非易事。当时整个世界都没
有女性从事建筑专业的观念，林徽因被宾夕法
尼亚大学建筑系拒之门外，她只能以报考艺术
专业并选修建筑的方式，辗转达成自己的学业
目标。多年以后，林徽因诞辰120周年前夕，一
则新闻告知公众：5月18日，宾夕法尼亚大学韦
茨曼设计学院在2024年毕业典礼上正式向林
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于葵代表林徽因接
收了证书。这份迟到的认可，既是对林徽因作
为中国现代建筑学先驱的表彰，也是对所有被
忽视的女性成就的弥补。

1931 年，梁思成、林徽因“放弃了他们盖
洋房的好机会”，加入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
营造学社，从头创建中国建筑学体系。筚路
蓝缕，行止艰险，他们奔波在路上。交通不
便，住宿肮脏，饱受虱子、跳蚤侵扰，连口清水
都喝不上。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梁、林
完成了《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等报告，为
中国建筑田野调查树立了典型。身逢乱世，

危在旦夕。“七七事变”，京城沦陷。梁、林携
家带口，暂居长沙。敌机来袭，家园化作废
墟，炸弹与残肢纷飞。梁、林只得继续南下，
行至滇境，与流亡至此的中国学人汇合，赓续
学脉，共建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一穷二
白，林徽因以孱弱的病躯参与中国建筑研究
和古建筑保护的事业之中，身处逆境仍然坚
守风骨，凸显了她那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使
命感、积极的能动性。

《山河岁月》共计43.5万字，又夹杂着很多
图像资料，是一部详实的大传，突出了林徽因的
事业成就、风骨气度和家国情怀。同时，它也是
一部“小传”，穿插描述了家庭成员相处的各种
细节，温暖动人，情真意切。于葵写了很多“母
与女”的故事，像曾经林长民对待林徽因那样，
林徽因也平等对待子女，在梁再冰幼小之时，就
把她当作知心朋友对话、交流，小再冰既有可爱
纯真的一面，又能担当家庭的责任，成熟稳重，
这是林氏门风的遗存，也是给我们读者的启悟：
为人父母，为子女长远计，该怎么做？

这些难得的日常片段场景，逐渐组合成了
一个栩栩如生的林徽因，书中还有很多诗文选
段，可以直观感受林徽因的风采。这也是我极
力推荐大家读这部传记的原因。

晚清如何书写西方 □赵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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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西旅人》一书中，美籍华人、历史学
者皇甫峥峥考察了六个不同身份（斌椿、志
刚、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的旅西
使臣遗留的文字，从传媒学角度对晚清与西
方建立外交信息体系的过程做了深入调查与
建构。可以说，该书的写作目的很好地回答
了一个问题——“晚清是如何书写‘西方’
的？”

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上世纪，哈佛

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就提出了“冲击—回应”模
型，在这一模式下，晚清中国受西方技术思想
的冲击，展开了对西方的回应，最终融入了世
界范围内的外交体系。这种模式将中西方放
在了二元对立的位置，中方显得相当被动，而
受其影响，晚清人对西方的论述，常常被断章
取义，很少有人注意其中内涵的丰富信息。

皇甫峥峥没有接受费正清的“冲击—回
应”范式，她具备宏观的观察能力，同时采纳
了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东西方的相互接触，
通过个体的行为，重构历史的细节。

明治维新后，日本翻译了很多西方经济、哲
学、新闻、国际等方面的著作，里面有大量在东
方从来没有过的名词。比如，革命、民主、经济、
艺术、社会、干部等词汇，就是清末民初的知识
分子留学东瀛时转译过来的西学新知，后来经
历了大范围的使用和推广，这些“和制汉语”悄
然汇入了现代汉语体系，我们常年浸润其中而
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外来的事物。

在皇甫峥峥看来，日本的确主导了 20 世
纪初西方知识向中国的传播，但在1895年之
前，来自日本的影响并不是清朝文人获取外
部世界知识的主要渠道，晚清文人对西方文
化的自觉能动反应，也远远超过费正清的“冲

击—回应”模式。清代涉外人士如何“书写”
西方、诠释西方？皇甫峥峥力图通过他们的
活动揭示他们所经历的流动性、异质性和矛
盾性。

这本书抓住了历史的重要节点。作者指
出，晚清的总理衙门是获取信息的主动方，这一
机构赋予了“开眼看世界”的人们以新的使命
——将未知的、源自西方的概念，整合进已有
的、属于自身的信息框架中。书中六位使臣对
自身责任与西方世界的不同看法，反映了这一
使命的不确定性，而其思想的转变与外交体系
的日趋成熟，正是整合信息框架的成果。

以第四章所描述的对象——身为学者的
郭嵩焘为例，他曾多次担任英、法、俄等国的
外交公使，对西方外交体系与语言框架有着
深刻认识，但在其笔下，亦不乏现在看来不妥
乃至荒谬的内容，比如，对殖民体系的道德赞
扬与对国际法理解的局限性。郭嵩焘对西方
文化的认同，使得改革者视他为旗帜，但郭嵩
焘认知上的偏差，却很少有人去发掘原因。
作者指出，以往的研究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郭
嵩焘是王夫之的狂热崇拜者，深受王夫之反
对专制思想的启发，因此，他对西方思想的理
解是理想化的“六经注我”，将西方的崛起与

传统天命论下的道德使命混为一谈。郭嵩焘
的例子，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翻译给出
的，总是自己所期望的意思。

随着“使西”这一制度的日趋成熟，使团成
员的日记愈发表现出私人化、琐碎化的趋
势。在作者看来，这可能是保守退行的表现
——中国人不再热衷于了解西方的事务。作
者以最后两章的内容，通过对曾纪泽、薛福成
两位重要人物的介绍，试图解释原因——恰恰
出自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例如达尔文思想在
社会学领域的扩张，严重刺激了薛福成所代
表的中国战略家的心理矛盾，既对西方的战
略扩张深恶痛绝，却又主张利用新的外交和
领事机构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帝国，以“适者生
存”解释殖民扩张的历史影响、必要性与急迫
性。

该书突破了旧有史观的桎梏，作者将个体
的故事放在了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大背景
下，对“文化相遇”这一事件做了“历史化”的
处理，由此得出了多样性的结论，而这些结论
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诚如结语所言，这是对

“另一种叙事”的尝试，而这样的尝试，为我们
重新认识近代化的历程、重新理解东西方文
化的融合，无疑带来了相当重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