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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诗·触摹经典２０１５
支　宇

从未熄灭的　爱与梦想
这内心的火焰已经燃烧了几十年

为了偿还　我们不顾一切
为了承接　我们倾尽所有

一个个敞开的胸口
用最初的纯真　触摹经典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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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摹经典２０１５：欧洲艺术史研修计划”
系列活动

概　览

活动策划：彭　肜
学术主持：支　宇
主办机构：四川大学视觉文化与批评理论研究所 （筹）

西南交通大学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法国欧中文化艺术与教育交流协会 （ＡＥＣＥＳＥ）

活动时间：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至２８日

系列活动主体内容：

１．原作研习：１８天内不间断参观访问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巴黎各地博物
馆、美术馆约２０个；

２．当代现场：赴威尼斯观摩第５６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６日）；

３．巴黎展览：举办 “叠映：中国当代艺术家巴黎邀请展”（巴黎，ＬＩＳＳＵＥ艺术空
间，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１日至２６日）；

４．写生访谈：艺术家团队在法国巴比松画派所在地Ｂａｒｂｉｚｏｎ写生，硕、博士团队
全程记录并进行访谈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５日）；

５．学术交流：行程中随时开展巴士课堂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７日）、学术研讨与驻地艺
术交流；

６．归国展览：举办 “叠映巴比松：中国当代艺术家２０１５年巴比松写生活动回顾
展”（成都，了了艺术传播机构美术馆，２０１６年４月９日至１５日）。

参加人员：

艺术家团队：封明清、廖笃马、王少文、王新箭、吴青山、杨方伟、姚　磊、岳　
阳、庄　子、左泊舟、陈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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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士团队：曾　静、董娴娟、李　茜、任杏媛、邵丽媛、宋　涛、万荣英、王

　娟、向思全、阳代娟、雍　晴、詹　颖、张龚飞、赵　帅、钟　舒。

展览执行团队：邱华、Ｓａｍｙ。

“触摹经典２０１５：欧洲艺术史研修计划”行程路线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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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艺术史课堂延伸至艺术现场
———记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触摹经典２０１５”系列活动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１日至２７日，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彭肜教授、西南交通
大学人文学院支宇教授带队，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美术学和设计学等专业的硕、博士
生十余人，以及参加了 “叠映２０１５：中国当代艺术家巴黎作品展”的多位艺术家，一
行２５人赴欧洲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圆满完成了以 “触摹经典２０１５：西方艺术史考察与欧
中文化艺术交流”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此次 “触摹经典２０１５”系列活动既是艺术学院艺术史与批评理论等课程博士生课
堂的延续，也是艺术学院研究生培养方式优化升级改革创新的一次尝试。作为 “延伸的
课堂”，本次活动举办的初衷是将 “图片中的艺术史”和 “教科书中的艺术史”真正还
原为 “博物馆中的艺术史”，将 “艺术史知识的传授”转变为 “艺术史与艺术经典作品
的沉浸体验与现场研讨”。“触”即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和味觉感受经典，
“摹”则是要以这些最真切的感受完成每个在场者自己的艺术史摹写。针对这个主题，

此次欧洲行活动以美术史教学内容为线索拟定行程，从罗马梵蒂冈博物馆开始，依次参
观了西斯廷教堂、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威尼斯佩姬·古根海姆美术馆、威尼斯双年
展、巴黎罗浮宫博物馆、橘园美术馆、巴黎现代艺术馆、奥赛美术馆、罗丹美术馆、毕
加索美术馆、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等，完成了一趟从中世纪艺术到文艺复兴和印象派，

再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史之旅。

除了参观博物馆、参加双年展和艺术展览等活动，此次欧洲行的另一个特色是 “移
动课堂”。按照彭肜教授和支宇教授的要求，师生要结合每天参观博物馆的最鲜活感受
进行交流讨论，既激活了经典作品的艺术史内涵，又营造了美术馆现场交流的浓厚艺术
氛围。观看、体验、讨论、碰撞、总结……从始至终，师生共同体验，构建了一种崭新
的教学形式和教学空间。

本次欧洲行的另一个重要活动 “叠映２０１５：中国当代艺术家巴黎作品展”于巴黎
时间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１日１７∶００时 （北京时间８月２１日２３∶００时）在法国巴黎蓬皮杜
中心 （Ｃｅｎｔ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ｒｔ　ｅｔ　ｄ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Ｐｏｍｐｉｄｏｕ）所在 Ｂｅａｕｂｏｕｒｇ区

ＬＩＳＳＵＥ艺术空间成功举办。展览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彭肜教授担任策展
人，博士生导师支宇教授担任学术主持，法国欧中教育交流与合作协会 （ＡＥＣＥＳＥ）负
责人邱华先生负责展览执行。封明清、廖笃马、王新箭、吴青山、王少文、杨方伟、姚
磊、岳阳、庄劲松、左泊舟共１０位中国当代艺术家携带作品参加展览，中国文化部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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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 “中国文化中心”魏主任应邀出席了开幕酒会。

关于 “叠映２０１５”展览的理念与主题，展览策展人彭肜教授认为：“叠映，意在让
中西两种不同文明体系和不同个人生命经验通过展览作品的交叠呈现而得以相互映照与
对话。在中西艺术冲突、纷争与交融的全球化背景下，所谓 ‘叠映’，指的就是中国艺
术与西方艺术通过图像 ‘重叠’，影响 ‘叠加’之后相互 ‘呼应’或 ‘映照’的关系。”

学术主持支宇教授认为，“叠映２０１５：中国当代艺术家巴黎作品展”具有思想史和艺术
学双重意义与价值：一方面，它有志于呈现全球历史进入 “全球化时代”之后中西艺术
开始产生直接交流的面貌与状态；另一方面，它还潜藏着对 “轴心时代”不同文明体系
与艺术性质差异的提示与确认。

包括我校艺术学院在读博士生杨方伟、岳阳在内的１０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参展作
品既有极强的当代性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东方属性，受到法国艺术家同行和
艺术爱好者的高度重视与欢迎。本次展览在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之都为大家呈现了一个中
西方艺术相互 “呼应”和艺术家生命个体互为 “映照”的 “叠映”关系，即互为影响又
相互独立的 “主体间性”。

总之，艺术学院师生这次 “触摹经典２０１５：西方艺术史考察与欧中文化艺术交流”

系列活动以 “触”与 “摹”的身体化在场方式来展开观看、考察、临摹、讲述、交流、

研讨、论争、展览、写生等系列活动，贯穿了 “现场体验” “致敬经典” “互动交流”
“展览策划”“展场布置”“写生访谈”“即兴创作”等当代前沿意识与探索精神，极大地
调动了硕、博士生的参与兴趣与学术热情，有效地将硕、博士生教学课堂延伸到了艺术
史产生与发展的时空现场。从 “图片中的艺术史”“教科书中的艺术史”到 “博物馆中
的艺术史”，从 “艺术史知识的传授”到 “艺术史与艺术经典作品的沉浸体验与现场研
讨”，从 “国内本土展览空间的单向度展示”到 “国际艺术之都的全球化面对面交流”，
“触摹经典２０１５”系列活动无论对学术型硕、博士生还是实践创作类硕、博士生的艺术
史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都是一次高强度的锻炼和极有力的提升；同时，也为艺术学院近
年来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和艺术史教学方式的改革和优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和操
作性的成功案例。

［转摘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网站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新闻频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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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艺术课堂：从教室到现场

１．活动行程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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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１日　　中国·成都
下午１３∶４５ 成都双流机场出发

１６∶１５ 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８月１２日 中国·香港
凌晨００∶４０ 香港国际机场转机
上午６∶４５ 抵达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 （当地时间）

“触摹经典２０１５：西方艺术史考察与中西艺术交流”团队正式出发。

　
▲ “触摹经典２０１５”团队成员成都双流机场出发现场

▲Ｚｏｅｙ（支宇）的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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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２日　　意大利·罗马
上午８∶００ 抵达罗马 （Ｒｏｍｅ）

９∶００ 阿庇亚古道 （Ｖｉａ　Ａｐｐｉａ　Ａｎｔｉｃａ）

１１∶００ 西班牙广场 （Ｐｉａｚｚａ　ｄｉ　Ｓｐａｇｎａ）

下午１３∶３０ 古罗马大竞技场 （Ａｍｐｈｉｔｈｅａｔｒｕｍ　Ｆｌａｖｉｕｍ）

今天，谁是罗马
文／彭　肜

经历了一个昼夜的飞行，走出罗马机场的一刻，我们并不知道邱华老师会在第一时
间带着我们踏上阿庇亚古道 （Ｖｉａ　Ａｐｐｉａ　Ａｎｔｉｃａ）这条对我们来说并不熟知的古罗马道
路。这是第一条从罗马通往意大利南部的道路，也是最著名的罗马大道。

我们二十余人，带着一身疲惫在大道的一侧下车，散散漫漫，三三两两，漫步在经
典之旅的第一个早晨时，并未去深想留在这条两千年古道上的每一次回眸与相机的定
格。现在回想起这一个早晨的阿庇亚古道，用它清亮的青石板地，与绿树鲜花交织在一
起的醒目的废墟，以及异常的静谧、精致的光线、湛蓝的天空和音乐般神秘的空气为我
们隔开了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城市，带来了一个全然陌生化的 “此时此处”，让我们一
边漫步一边惊异：今天，谁是罗马？

我相信这一个罗马的早晨在我们每一个有心的团员心中会一再被想起。如果必须要
选择２０１５触摹经典之旅的一个美丽时刻，我会选择阿庇亚古道。不知道庄子 （画家庄
劲松）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受。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这次展览他放弃了在美术史上赫
赫大名的巴比松写生作品，而为我们呈现的是 “阿庇亚罗马古道”。

４



第一部分　艺术课堂：从教室到现场

　　
▲古老的石板路记录下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足迹

▲ 曾经的城堡风化成沙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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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画家庄劲松）钢笔画 《罗马古道》　２０１５

阿庇亚古道
文／彭　肜

现在我们知道，位于罗马古老大道之列的阿庇亚大道至今仍是世界最著名的道路之
一。据说这条路通向城外的大部分路段都已毁坏，然而这些闪着两千年光芒的石板路和
路边的废墟与遗迹仍然吸引着世界各地朝圣的人们。走一段阿庇亚罗马古道经常被认为
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事。阿庇亚古道有太多的光荣与伟大的传说，有太多血迹斑斑的战
争与罪恶的记忆，因此，它被称为罗马的成就之路或者罪人成圣之路，也被称为死亡之
路、墓穴之路。在所有传说中，下面这个是最让我欣赏以及记忆深刻的一个。

据说按照风俗，每当罗马大将凯旋，阿庇亚大道旁欢声如潮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白
袍仆人站在统帅身旁坚定地重复同一句话：“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

▲阿庇亚古道的荣光与传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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