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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毕加索，人们立马会想到他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艺
术家，一个时代很多经典图像的创造者，除了在油画、雕塑、
装置和陶艺等领域有颇深造诣之外，他同时也是最具创意的
版画家之一，还为世界留下了 2000 多幅极富实验精神和开
拓意义的版画作品。据研究者的统计，毕加索是欧洲历史上
仅次于法国版画家杜米埃的高产版画家。尤其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样一个极度恐怖的人类历史阶段，版画创作贯穿
着艺术家个人生活与社会政治动荡的 10 年。沃拉尔系列版
画以超现实意向为我们打开了进入毕加索内心的大门。

被誉为“20 世纪版画巅峰之作”的 100 幅毕加索版画作
品——“毕加索：沃拉尔系列版画”展首次亮相中国，3 月 28
日下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据了解，本次展出的沃拉尔
系列版画包含了毕加索在 1930 年 9 月至 1936 年 6 月间创作
的97幅作品，以及1937年增加的3幅沃拉尔肖像版画。

毕加索年轻时就开始进行版画创作的探索。尽管毕加索
在青年时代一直都没有受过版画的专业训练，但他从门外汉
起步，通过不断探索和创作，了解蚀刻版画、铜版画、浮雕、平
版刻法，这也让他探索出了视觉上的新方向，取长补短将一

部分版画拓印工具和技法进行“变通”，并在创作版画的过程
中，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把一部分不可控制的“偶发因素”
变成富有创造性的版画艺术效果，让这个艺术门类变得更加
丰富和充实。他启动了版画未曾开启的神秘艺术语言与叙述
方式，让这个传统的艺术门类迸发新的魔力，简洁、质朴的绘
画语言仿佛在跟我们窃窃私语着什么。缪斯女神在毕加索的
作品中经常转换角色，以不同的排列组合出现，这是一个非
常个人化的舞台。制作版画的过程仿佛是亲近内心的过程，
在毕加索的手指中流泻的是他更加模糊且私密的内心独白。
如果油画和雕塑是毕加索面向公众的自传，那么版画更像他
床头写下的日记。毕加索引人注目的版画制作技术贯穿于他
整个生命。

“沃拉尔系列版画”是毕加索创作力爆发期的代表作。20
世纪 30 年代，这位西班牙马拉加的艺术家尝试探索过不同
的风格。在开创了立体主义之后，其创作风格逐渐成熟，能够
娴熟地运用各种艺术语言和技巧。为了牢牢把握住创作力，
毕加索选择了与流行趋势相疏离的、重返古典主义的表现方
式，这一尝试引发了热衷于创新潮流的友人和艺术家们的批

评。毕加索的朋友兼代理商安布鲁瓦茨·沃拉尔对毕加索的
作品抱有长久不变的兴趣，这 100 幅系列版画就是以沃拉尔
的名字命名。毕加索通过类似私密日记的创作语言深入探究
了自己内心深层的矛盾和冲动。这些作品可划分为 6 个部
分：各种主题、伦勃朗、爱之战、雕塑家的工作室、牛头人身怪
和安布鲁瓦茨·沃拉尔肖像。

早期，古希腊雕塑风格启发和呼唤着毕加索。同时，他与
情人玛丽正处于热恋中，玛丽的面庞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
中。作品中的图像呈现着爱欲与激情，也交织着对艺术和爱
的狂热与痛苦。艺术家似乎不想完结这个主题，他不仅没有
给单幅作品加上名字，也没有编号，甚至大多数作品没有签
名，仅仅保持了图像变化的持续性。“爱的战争”单元中，狂乱
复杂的感情颠覆了“雕塑家工作室”单元中的平静。线条中燃
烧着强烈的激情与诱惑。这些作品背后强大的动力是毕加索
与玛丽的情爱关系，饱含了毕加索对于青春的渴望以及对岁
月老去的无奈等矛盾情感，也流露出对古典艺术不可企及的
狂躁。这种本能的冲动与毕加索在铜板上刻出的动荡、潦草的
线条相互吻合。两个形体相互扭打、缠绕在一起，透出的力量
与扭曲让人想起古典雕塑中追逐爱情的痛苦与狂喜。毕加索
认为这是他的转折期，线条的古典与安静逐渐被墨块的黑暗
与狂暴替代。

终其一生，毕加索都在怀着鄙视与崇拜的双重心态与前
辈大师们较劲，他总是把自己当成伟大艺术传统的继承者。
当毕加索沉迷于蚀刻版画之时，这一技术的伟大先驱艺术家
伦勃朗的影子就出现在沃拉尔系列作品中。“我开始乱涂乱
画，出现的居然是伦勃朗。于是我喜欢上这种感觉，继续如
此。我甚至变成了另一个他，裹着他的头巾，穿着他的皮衣，
用他的眼睛观看世界——他那大象般的眼睛。”毕加索甚至
把自己的肖像画成大师的样子。他继续着伦勃朗探索的题
材：工作室中艺术家与模特的关系。在毕加索心里，伦勃朗与
弗朗霍夫，这个巴尔扎克小说《未知的杰作》中的人物重叠
了。小说中，弗朗霍夫是一位更早的 17 世纪荷兰画家，他被
自己的模特迷住了，却不能在绘画中表现出模特的形象。毕
加索早几年曾经受沃拉尔委托创作过巴尔扎克的小说插图，
小说中描述的状态——完美艺术表现的不可能性，深深地迷
住了他。毕加索以一种竞争的心态向他的伟大前辈学习，伦
勃朗、戈雅与安格尔的影子都出现在他的图像中，波提切利、
提香的构图也经常被他戏拟。

对毕加索来说，模仿古代不是倒退。他说，过去的事物现
在仍然有生命力。1923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言论：“对我来说，
艺术中没有过去与将来。如果一件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不能维
持到现在，那肯定是完全不值得这样。古希腊、古埃及以及那
些生活在其他年代的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不是过去的艺术；

也许它们在当代的生命力比在过去更鲜活。”
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黑暗的政治局势成为沃拉尔版画系

列晚期作品的基调：灾难与伤痛。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
战争的极度残忍、野蛮、粗野与暴虐刺激着毕加索的神经。
1937 年 1 月，毕加索开始创作《佛朗哥的梦幻与谎言》。这幅
版画表现了毕加索的政治倾向，他用超现实的意象讽刺嘲弄
了佛朗哥的集权与狂妄，坚定地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边。
那位权利欲望达到疯狂的男人在毕加索的笔下或是一只渺
小、荒唐可笑的水螅或是一个猥琐下流的男人。战争一次次
对平民暴露出淫威，毕加索的愤怒达到顶点，为了支持共和政
府，在沃拉尔系列版画中开始尝试控诉人类野蛮与暴行的主
题，那些关于战争与人类劫难的超现实意象，于是艺术史上最
杰出的一幅纪念碑式的布面壁画——《格尔尼卡》问世了。

毕加索一生都在坚持用版画记录自己的内心或完整或
碎片的感悟与感受，其中的人物形象，几乎表达出毕加索在
整个艺术生涯中探寻的所有主题：性和暴力、男和女、人类和
动物、纯真和欲望、正义和邪恶。这是一个巨大的场域，容纳
了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各位神祇，也容纳了来自前辈大师
们的灵魂，毕加索既是他本人，也是前辈大师的化身，他的
版画或可看成人类通往天堂自我救赎之路。

毕加索版画毕加索版画：：叩响天堂之门的独白叩响天堂之门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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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女孩在夜晚领着瞎眼牛头人身怪一个小女孩在夜晚领着瞎眼牛头人身怪

法
国导演阿伦·雷乃的去世，并
没有在电影圈引起震动，或
是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人们

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这位 91岁老人的仙
逝——是的，这个年龄去世，可谓寿终正
寝。西方人也大多不喜欢装出一副强忍
悲痛的样子，对于这样一个老者来说，最
人道、最好的致意便是让他有尊严而平静
地离去。本来，阿伦·雷乃无需别人再给
他什么褒奖，但是2014年柏林电影节给他
的最后一部电影《纵情一曲》颁发了阿尔
弗雷德奖，算得上电影界给他的最后一份
大礼，也是对他电影生涯的高度评价。须

知这个奖项是专门颁发给“具有创新精
神”的电影的。可见，世界不仅从未将阿
伦·雷乃遗忘，而是铭记他为世界电影所
作的杰出贡献，尤其是他的创新性和先锋
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无需评价，大导演
埃里克·侯麦已经说得非常准确了：“阿
伦·雷乃是一个在任何时期都能找到的先
锋。”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有
着专属于他自己的作者风格印记，是永远
也无法被模仿和复制的文本。他一生在
电影形式上孜孜不倦的追求使他成为一
个不断令人有所期待的导演。而这个伟
大导演的“创新”究竟是什么，他为整个电
影事业做出了怎样的努力，贡献如何，并
不是寥寥数语可以概括的。

有些电影导演和观众总喜欢用奥斯
卡金像奖去衡量一部电影是否“成功”，通
常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奥斯卡即票房。阿
伦·雷乃在27岁，即1949年就获得了奥斯
卡金像奖的最佳短片奖。但是这与票房
并无关系，作为优秀电影奖项，奥斯卡也
并不以票房为衡量标准，过去是这样，现
在依然如此。用物质主义、资本逻辑构建
起电影评判与想象标准的社会，其实正是
优秀的电影人要去对抗和批评的。真正
的电影杰作，都是在对抗物质主义、精神
空虚和浅薄庸俗。我们可以回溯阿伦·雷
乃的作品与电影的黄金时代，来反照今天
的电影现实。

平心而论，在电影大师辈出的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阿伦·雷乃其实并不在
最核心的位置。费里尼、塔尔科夫斯基、
伯格曼这些名字更振聋发聩，并完全改变
了电影曾经给人带来的奇观或者杂耍的
片面印象，证明了电影不仅仅是工业、商
业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还可以与文学以及

哲学一样，表达我
们对时代与社会的
思考，并将人类的
精神生活置于考察
的中心。例如费里
尼电影可以与最精
致的中短篇小说相
媲美，对人性的揭
露和批判更有感染
力；伯格曼电影则
围绕宗教信仰这个
问题做了一辈子文
章。和今天比较起
来，那个年代可谓
灵光涌现的年代，是电影真正的黄金年
代，欧洲、美国、甚至亚洲电影最具艺术水
准的一批都是那个时代产出的。观众观
看这样的电影，如同认知自己的生活，在
观看影像和代入故事中得以反思。而承
担这样的功能，需要的不仅仅是电影从业
者自身的水准，也需要整个电影人口的整
体素质。而法国电影艺术的繁荣，背后是
法兰西哲学、文学、史学、美术、音乐乃至
博物馆的深厚积淀。没有思想性和艺术
水准的电影无法获得观众的认可，这也是
为什么戛纳电影节直到今天都被看作最
重要的电影节之一的深层原因。而二战
后，欧洲知识界整体的反思也体现在电影
里，阿伦·雷乃最有代表性的几部影作，正
是这种文化生态所孕育的成果。

阿伦·雷乃 1948 年作品《梵高》、1950
年作品《高更》与 1951年作品《格尔尼卡》
都不仅仅是关于某一个画家的传记片和
宣传片。《梵高》更像是一个传教士灵魂的
直接呈现，它无关“美术欣赏”这种肤浅的
方式。这部 20来分钟的短片犹如传教士

梵高卑微而炙热的灵魂表白，全部以梵高
画作出镜，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任何花哨的
手法或光环，但是却仿佛获得了一种精神
的救赎或洗礼，其中宗教的情愫是不言而
喻的。《高更》更像是对现代物质文明的一
场质问。“高更出走”的原因显然比怎样欣
赏绘画技法更为重要。高更自比基督，然
而大溪地并没有让他获得拯救，也并没有
被作为拯救的新方向，影片在高更未完成
的精神追寻中结束。同样，《格尔尼卡》也
无关毕加索的传记，而是一部杰出的反战
电影。只不过里面没有煽情或空洞的宣
传口号，而是用保罗·艾吕雅的诗贯穿始
终，从毕加索《格尔尼卡》中最著名的那个
白炽灯泡开始，到一个抽象的男人符号结
束。他脚踏大地、怀抱孩子，其中蕴含着
某种启示。

阿伦·雷乃最值得关注的纪录片莫过
于《夜与雾》。它不同于所有的二战题材
电影或纪录片之处，在于它的提问：是什
么让普通的人变成了法西斯？对此探索

贯穿了导演的一生。苏联电影要到几十
年后，才由米哈伊尔·罗姆在《普通的法西
斯》中提出这个问题，美国电影直到上世
纪 90年代才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有所涉
及，而中国相关电影迄今还停留在某种情
绪大宣泄的层面。不能不说，当时年轻的
阿伦·雷乃的这部作品看起来有点超前。
通过其中台词的锋芒才能猜测到作者的
年龄。而他与另一位纪录片大师克里斯·
马尔凯合作的《雕像也在死亡》则因为其
先锋性遭禁，这部为黑人说话的电影带有
某种人道主义的色彩，放在今日看来，倒
也没那么先锋了。

当然，阿伦·雷乃最为人所乐道的还是
他的故事片，特别是他 30多岁时拍的《广
岛之恋》与《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没看过
这两部电影估计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电
影的，尤其是搞艺术电影的。但通常导演的
认知和喜好，只是针对这两部电影的形式，
我们并不鲜见标榜艺术的导演从中学了大
量的构图、闪回、凌厉的剪切、大段的内心
独白、非线性逻辑叙事……但效果出来只

令人觉得凌乱，形式远远大于内容。须知，
先锋语言没有内在思想的衬托，只是虚张
声势、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而已。《广岛之
恋》与《去年在马里安巴德》的成功，是电
影语言对文学文本的成功改编。

阿伦·雷乃有很好的文学品位，普鲁
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他的所好。但
他并不会贸然选择这种量级的文学名著
改编电影。杜拉斯的《广岛之恋》与罗伯-
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安巴德》就刚刚好：
在这两个文本里，他看到了刚好适合他施
展电影语言才华的东西。刚刚好的篇幅，
刚刚好的人物关系，以及适合用镜头语言
进行探索的逻辑。

《广岛之恋》讲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深
沉的主题。这个主题在杜拉斯的小说中
恐怕也是最具深度的。它探讨的是人性
的残忍给人带来的伤害，喜好占据道德制
高点的所谓善良的普通人有可能施展出
的恶。半个世纪后的《西西里的美丽传
说》其实也有相类似的主题。阿伦·雷乃
那些先锋的电影语言都是紧紧围绕这个
主题展开的。片头男女主人公的大段爱
欲纠缠，本是为了遗忘，却偏偏想起。在
很大程度上，导演也保留了杜拉斯那种很
文艺气息的语言，因为整个电影是一个心
灵创伤很深的女人如何通过回忆去治
愈。聪明的导演所贡献的就是恰到好处
的影像。女主演算不得特别美丽，却是个
看上去有故事的女人，男主演冈田英次则
恰是小说中的那个西方女性心目中的性
感东方男人形象。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
令人信服的张力。遗憾的是如果不是说
法文，翻译的语言就会有浓重的文艺腔
调，笔者曾经观摩过长影配音的“内部资
料片”，再加上中国配音演员本身就有的舞
台腔，其实是为影片减分了。很多向《广岛
之恋》的致敬模仿之作，没有其中强大的思
想支撑，只徒有一种矫情的文艺腔调。

学阿伦·雷乃其实更容易学到他的缺
点。这一点在《去年在马里安巴德》当中
体现得更为明显。本来罗伯-格里耶就有
消解“意义”的执念，更何况这是受邀创作
的电影小说。非要去寻找其中的“意义”，
只会碰一个冰冷的钉子：人与人之间的隔
膜，就像影像中那些冷冰冰的几何图形一
样。一切都是解构，那些巴洛克式的图案、
奢华名媛，其实都是一些虚妄的幻象。不
阅读罗伯-格里耶，很容易只是喜欢上这部
电影的构图，以及时尚杂志上常有的那种
表面高冷、内在庸俗的“时尚感”。

人们通常把阿伦·雷乃当作电影“新
浪潮”的旗手。而我的理解是，这个浪潮
其实只属于那个灵光涌现的时代——各
种思潮自由奔流，艺术家不为资本逻辑绑
架、观众将各种“反智”视为羞耻的时代。
这股浪潮和时尚的“潮”完全无关，浪潮退
去后留在沙滩的珍宝，需要我们用有一双
儿童的、好奇的眼睛，才能真正发现。《《纵情一曲纵情一曲》》电影海报电影海报

阿伦阿伦··雷乃与灵光奔涌的年代雷乃与灵光奔涌的年代
□□张晓东张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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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雷乃

《《夜与雾夜与雾》》电影海报电影海报

《《广岛之恋广岛之恋》》电影剧照电影剧照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去年在马里安巴德》》电影剧照电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