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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長亭外，古
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
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
寒……」提及中國著名高僧弘一法師，耳邊就會響起他寫
的《送別》，這首詩道出無常的離愁別緒，唱出了蒼涼悠
遠的意境。《悲欣交集》是弘一法師的臨終墨寶，這四字
字體樸拙，墨色由潤而枯，一氣寫就，久負盛名卻難得一
見。這幅遺墨近日在中國美術館「淨妙莊嚴——中國佛教
文化藝術邀請展」亮相。今次展覽是為慶祝中國佛教協會
成立70周年舉辦，展出逾百件古今藝術名家、高僧大德創
作的佛教題材繪畫、書法、雕塑等作品，集中體現了佛教
文化對中華傳統藝術的重要影響。
書畫藝術因其凝神定志、抒懷載道的獨特功用，成為表

現佛家精神境界的助緣與載體。展覽以「淨妙莊嚴」為主
題，匯聚中國美術館館藏與中國佛教協會珍藏的佛教題材
書畫精品，展覽作品內容豐富、禪意盎然，是中國佛教文
化藝術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展品包含中鋒明本、一山一
寧、隱元隆琦、石濤、八大山人、竹禪法師、弘一法師、
圓瑛法師、豐子愷居士、隆蓮法師、趙樸初居士、一誠法
師、傳印法師、演覺法師、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
布等歷代高僧大德書畫珍品，以及張即之、仇英、任伯
年、齊白石、吳冠中、饒宗頤等名家名作。其中，引人關
注的是弘一法師的遺墨《悲欣交集》。
弘一法師出家前名李叔同（1880年-1942年），在僧俗

兩界聞名於世，被譽為「二十文章驚海內」的大師。他在
中國近百年文化發展史中，是學術界公認的通才和奇才，
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集詩、詞、書、畫、篆
刻、音樂、戲劇、文學於一身，在眾多領域內首開中華現

代文化藝術之先河，皈依佛門之後篤志苦行，成為世人景
仰的一代佛教宗師。他為中國近現代文化、藝術、教育、
宗教領域裏作出了巨大貢獻。
據文獻記載，1942年10月2日下午弘一法師開始發燒，
漸示微疾。7日，他喚弟子妙蓮法師到他的臥室，準備寫
遺囑。10日下午寫「悲欣交集」4字交妙蓮法師。13日晚
7時45分，弘一法師呼吸急促，8時安詳西逝，圓寂於泉
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業內認為這幅《悲欣交集》
遺墨展示出弘一法師心情恬淡，或悲或喜都付空寂的心
情，也有輿論認為遺墨和盤托出他悲憫眾生沉淪生死之
苦、欣喜自己往生而離苦得樂的心境，因而這紙告別之跡
別具一種撼人心靈的力量。
本次展覽還有弘一法師學生豐子愷等人創作的以弘一法
師為原型的作品，其中包括豐子愷中國畫《弘一法師
像》、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雕塑作品《弘一法師》，以
及范增中國畫《弘一大師造像》等。
在圓廳正中間，擺放明代藝術大師仇英款紙本工筆
《白描羅漢像手卷》，逾18米的長卷上，充滿了靜謐和神
秘的氛圍，他以細膩的筆觸和柔美的線條畫出眾多人物與
珍奇異獸，畫面具有極高的質感和層次感，可以看到他對
佛教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以及他對藝術的熱愛和追求。
展廳中，還有約14世紀初期中峰明本書法、石濤中國畫
《清芬共拂》、八大山人中國畫《墨竹鏡心》、任伯年中
國畫《禪杖羅漢》、齊白石紙本金筆《羅漢冊八開之
七》、吳冠中水彩畫作《五台山佛光寺唐塑》、饒宗頤中
國畫《玉井蓮》，以及常沙娜在敦煌臨摹的初唐壁畫《燃
燈菩薩》等佛教藝術珍品，展現出古往今來佛教文化藝術
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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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芬奇多件真跡首度亮相中國上海博物館人民廣場館舍於近日再次重

啟，舉辦 「對話達．芬奇——文藝復

興與東方美學藝術特展」。今次

為上海博物館首推東西方繪畫

藝術對話原創大展，也是內地

迄今為止最強陣容的達．芬奇作

品真跡展，涵蓋《大西洋古抄本》

珍貴手稿在內的多件達．芬奇真跡首

度亮相中國。展覽將持續至2024年4月

14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圖片由上海博物館提供

今次展覽由上海博物館和意大利特雷卡尼百科全書研究院聯合
主辦，精選米蘭盎博羅削圖書館和美術館、帕爾馬國家美術

館以及佛羅倫薩博那羅蒂之家收藏的18件文藝復興藝術珍品、和
18件上海博物館館藏的中國古代繪畫傳世名作進行同步展出。來
自意大利方的作品可謂精品雲集，包括達．芬奇筆下最具神秘感的
油畫真跡《頭髮飄逸的女子》、首次來華的《大西洋古抄本》11
幅珍貴手稿，此外還包括了同為「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米開朗基
羅的兩幅素描、達．芬奇弟子波塔費奧、梅爾齊及盧伊尼的肖像繪
畫作品。

未完成手稿展現女性美
列奧納多．達．芬奇不僅是家喻戶曉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藝術
巨匠，同時他還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發明家。然而，他存
世的繪畫真跡屈指可數，且絕大多數作品為不可移動或者禁止出
境的珍品，故在國內難得一見。
1627年，《頭髮飄逸的女子》首次出現在意大利貴族世家貢扎
加宅邸的藏品清單中，被描述為「一幅頭髮飄逸的女子素描，達．
芬奇作」。1826年它被帕爾馬國家美術館購得並納入館藏。這幅
未完成的作品描繪了一位頭髮飄逸的年輕女性，她側臉相對，雙目
低垂，臉上帶一抹若有似無的微笑。達．芬奇在一塊精心挑選的
胡桃木板上，用赭石顏料快速而概括地勾勒出輪廓，再用鉛白顏料
層層渲染，表現出絕妙的光影對照。
達．芬奇筆下這位神秘女子，憑借優雅柔美的儀態成為了女性美
的典範，也是其最具東方美學神韻的一幅女子肖像。她從頭至尾散
逸出典型達．芬奇式的神秘，學者卡羅．佩德雷蒂曾評論：「在他
所有的創作中，這是最崇高的一幅作品，它超越了時間和空間。」

素描展現跨時代想像力
素描《發射炸彈的大炮》是《大西洋古抄本》中最著名的手稿之
一，描繪了兩門正在發射的火炮，它創作於達．芬奇初到米蘭時
期。在寫給盧多維科．斯福爾扎大公的信中，他提到：「我還能設
計易操作、易攜帶的火炮，可以像風暴一樣射出碎石。它產生的濃
煙能讓敵人感到恐懼，造成嚴重的傷害並且陷入混亂之中」。然而
實際上，這件武器裝置不僅能夠射出「碎石」，還能發射由火藥、
釘子或其他金屬裝填的榴霰彈，並且可以根據不同進攻情境裝填不
同彈藥，即使到了17、18世紀，很多人依然震驚於達．芬奇當時
跨時代的想像力。
《男孩與羔羊》是盎博羅削圖書館最古老的核心藏品之一，這幅
創作於1520年代的油畫被公認為達．芬奇學生盧伊尼最好的傑作
之一，是他職業生涯晚期的精品。達．芬奇對盧伊尼的影響充分體
現在作品的主題上：孩童與動物玩耍，畫作中表現為一隻羔羊，象
徵孩子的救贖。男孩臉上的甜蜜微笑及細膩的漸隱法運用，亦可
看出達．芬奇早期（1478-1480）和晚期風格對盧伊尼的影響。
另一件展品《腿》則是「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米開朗基羅的人
體素描，創作時間可追溯到16世紀20年代，屬於四幅風格一致的
作品系列。當時米開朗基羅受教皇利奧十世委託，正投入在聖洛倫
佐教堂內新聖器室的設計工作中。在《腿》素描中，米開朗基羅的
筆觸快速而堅定，他用局部勾勒的方式突出了前景中腿部的肌肉線
條，而另一條腿呈彎曲狀，輪廓簡潔有力。這幅作品與其他三幅素

描一起，證明了米開朗基羅在解剖學領域的高超能力。

中國傳世名作對比欣賞
展覽更甄選18件館藏中國古代繪畫名作，與達．芬奇領銜的文藝
復興大師在同一空間中展開跨越時空、超乎想像的藝術對話，包括
鮮少露面的五代《閘口盤車圖》、南宋梁楷《白描道君像圖》及
「明四家」唐伯虎代表作《秋風紈扇圖》等，堪稱上博原創策劃的
一次「五代宋元明」小型國寶展。
《閘口盤車圖》描繪了官營磨坊生產的宏大場面。圖中所畫的水
磨裝置，展現了古人對於水力應用的傑出成就。《閘口盤車圖卷》
即是唐宋時期水利興盛的實證。隨文人畫的普及，明代畫家對於
客觀實物的探索，更強調文學性及抽象性；而文藝復興時期，西方
畫家則注重科學、理性的表達。唐伯虎所作《秋風紈扇圖》繪庭院
一隅，仕女執扇沉思。人物面容柔婉，衣紋方折勁健，是畫家晚年
佳作。幅左有畫家自題詩一首，點明秋風紈扇的主題。這是關於西
漢班婕妤的文學典故，畫家描繪這一典故，並藉以比喻自身，是唐
氏感嘆身世沉浮、世態炎涼的自我寫照。
藝術的發展與其文明的歷史軌跡息息相關，但無論中國還是意大

利，其核心文化觀念皆貫穿了整部藝術史：源於古希臘哲學的西方
藝術重視數理和形式上的和諧，而中國藝術則更重視繪畫中的「心
理和諧」。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凌利中認為，西方繪畫之
「理性」與中國畫的「感性」，構成了世界繪畫史的一體兩面。在
中西方繪畫的進程中，尤其15世紀前後，兩者經歷了相似的歷史階
段，雖時空不同，然於隱逸與世俗、主觀與客觀、再現與表現、具
象與抽象等藝術理論與實踐方面，各自都探索出了不同的路徑。而
在意大利駐滬總領事館官員、意方策展人達仁利看來，得益於上海
博物館豐富的館藏，才能夠想像、勾勒並完成意大利文藝復興天才
達．芬奇與同時代的中國傳統及藝術傑作之間的對話。
為讓觀眾全方位身臨其境了解達．芬奇，上海博物館四樓第三展
廳將展示一系列以其手稿畫作為靈感的模型裝置及多媒體藝術，結
合現代技術來激發遊客想像力，由意大利藝術研究機構天藍工作室

所設計。中國五代的
閘口盤車機械復原裝
置也將同時登場，以
全新的技術展現古人
對於水利應用的傑出
成就。上海博物館館
長褚曉波表示，作為
上博東西方繪畫藝術
對比展的首次嘗試，
展覽採用獨特的對話
方式，帶領觀眾開啟

跨域時空、超乎想像的曼妙之旅。他希望，觀眾在欣賞傑作之際，
用自己的眼睛與心靈去發現藝術的和而不同、藝術與科學的完美交
融，感悟數百年前東西方藝術大師精妙絕倫的創新魅力。
此外，配合「對話達．芬奇——文藝復興與東方美學藝術特展」

舉辦，上博文創以「東西方藝術的對話與融合」 為基本開發理念，
圍繞《頭髮飄逸的女子》《男孩與羔羊》《秋風紈扇圖》等展品進
行再創作，並從「科技藝術」的概念切入，尋求差異化設計與視覺
衝擊力，推出200餘種文創產品，包括馬克杯盲盒、冰箱貼、書型
抱枕、千頁加密手稿、鏡像杯、紀念票根、手提宮燈、團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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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描《發射炸彈的大炮》是《大西洋古抄本》中最
著名的手稿之一。

◆◆五代五代佚名佚名《《閘口盤車圖閘口盤車圖》》

◆◆達達．．芬奇筆下最具神秘感的油畫真跡芬奇筆下最具神秘感的油畫真跡
《《頭髮飄逸的女子頭髮飄逸的女子》》

◆ 唐伯虎的代表作《秋風紈
扇圖》

◆《男孩與羔羊》被公認為達．芬奇學生盧伊
尼的傑作之一。

◆米開朗基羅創作的人體素描《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