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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徐良）在画中，她描绘了一个介于梦幻和现实之间的世
界，在这个世界里，异域的岩石、动物、珍稀植物和谐地聚集在一起，一派五彩斑斓的繁茂盛
景。如今，这位艺术家将自己在中国的首个展览放在了宁波美术馆，大家可以一探她为我们
创造的魔幻般的艺术世界。

8月29日，由宁波市文联主办的“动物寓言·梦幻篇——法国艺术家莫妮卡·古尔戈油画
个展”开展，这位曾获得过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的女性艺术家，携20余件作品亮相甬城。

莫妮卡·古尔戈，1970年加入当时巴黎秋季艺术沙龙主席爱德华·麦卡沃伊的工作室。
此后，她一直活跃在欧洲的艺术界。莫妮卡·古尔戈具有惊人的想象力，她的作品着重于精细
的格调、丰富的装饰以及绚烂的颜色，以一种辨识度极高的风格将所感所思用魔幻的形式描
绘出来。比如，露珠环绕着娇艳的伞形花朵、硕大的地面野草，以及活力十足的附生植物，只
有一只五彩斑斓的鲁莽蜂鸟穿透了这些奇异的叶片；又如，在静物作品中，花朵让我们觉得不
安、危险，时而食人、时而有毒，但都极具诱惑力。

莫妮卡·古尔戈的老师麦卡沃伊曾评论她的作品：不要唤醒她的画作，它们在做梦。

不要唤醒她的画作，它们在做梦
莫妮卡·古尔戈油画个展在宁波美术馆举行

此次展览是月湖美术馆专业团队历
时3年研究宁波文化课题的重要成果。
据《宋宝庆四明志》《光绪鄞县志》及《东
钱湖志》等史料记载：南宋乾道九年
（1173），丞相史浩在东钱湖惠安院边上建
月波寺，之后邀请两位画师周季常、林庭
珪用10年时间绘制完成《五百罗汉图》，
共100幅。

百幅《五百罗汉图》几经辗转，由日
本在明州求法僧或明州赴日本弘佛法
僧，带到日本。目前除日本京都大德寺
收藏88幅外，有10幅被美国波士顿美术
馆收藏，2幅被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购
藏。据月湖美术馆馆长徐伟介绍，2009
年7月至8月间，日本奈良博物馆联袂美
国，以《圣地宁波》为题，首次展出《五百
罗汉图》，惊艳世人。

据宁波文史专家杨古城介绍，《五百
罗汉图》最初被供奉在东钱湖惠安院内，
后几经辗转。这套罗汉图可以说是世界
上现存数量最多、阵容最大、制作最精美
的以佛教文化为媒介，反映宋代明州社
会风貌和民俗风情的美术作品。每幅作
品中蕴藏着佛教典故、历史故事，包含僧
人生活场景及风景园林、建筑器物、香道
茶艺、服饰纹样等内容，真实反映了南宋
明州社会经济文化习俗。

在徐伟看来，《五百罗汉图》几乎是
宋代器物美学的集中体现。3年前，月湖
美术馆启动对《五百罗汉图》的复制、摹
画、考证等挖掘研究工作。“目前，整套
100幅《五百罗汉图》已复制成功。同时
邀请敦煌艺术研究所专家从《五百罗汉
图》中提取出168幅瓷器、绣品、文玩等器
物图，并将各类宋代器物图纹与景德镇
瓷器、湖州羽毛扇、东阳木雕、苏州刺绣
等当代非遗优秀匠人进行有效对接，其
中40件实物复制成功。”

然而，从平面到立体，实物复制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徐伟告诉记者：其中
的一件宝象云涛大香炉，来自《五百罗汉
图》的第一幅《丞相府史浩家的中元节罗
汉供场景》，青白色的香炉在很醒目的位
置。“日本的研究发现这个香炉是景德镇
有名的影青瓷，目测高度为35厘米。于
是我赶往景德镇寻找宋代影青瓷的非遗
传人。可是这么大的器形，他从来没有
做过。多次尝试后，25个作品，烧制成功
的只有两个，非常不容易。”

再现浙东宋代生活的
“宋风意匠——宋·明州《五百罗汉图》
文创产品研发成果展”在月湖美术馆开展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器物美学高
峰，为了让我们能够重温“宋风”，宁波
月湖美术馆从宋画《五百罗汉图》提取
器物形制，成功复制出当年的器物，让
当代人能够直观感受到宋代器物美学。

8月25日，为期一个月的“宋风意
匠——宋·明州《五百罗汉图》文创产品
研发成果展”在月湖美术馆开展，展出
了从宋代《五百罗汉图》中提取绘制出
的25个品种168幅器物图，以及其中复
原成功的40个器物，包括敞口莲花杯、
孩儿枕、宝象云涛大香炉、云锦织绣、羽
毛扇、如意、茶托、兔毫盏等。

当天，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文
化产业促进会为月湖美术馆“宋·明州
《五百罗汉图》文创产品研发中心”授
牌。

当天下午，月湖美术馆还围绕《五百罗汉图》进行
了一场学术沙龙。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副院长单增认为，由于宋代遗留的实物很少，而考古中
发现的陪葬品和日用品还是会有一些差异。100幅的
《五百罗汉图》体量宏大，非常详实地描绘了南宋时期
人们日常起居和礼佛等习俗，画面中呈现的都是非常
典型的器物和元素，而且，和我们平常概念中的南宋的
极简美学还是有些差异的，比如有的瓷器的形状和图
案非常繁复，这个很有意思。

单增说：“这次我们和月湖美术馆共同成立‘宋·明
州《五百罗汉图》中国美术学院学术研究基地’，也是希
望通过研究，还原那个时代的生活美学，这不仅对认识
南宋经典器物有实际意义，对文创产品的研发也是很
好的支撑。”

徐伟向记者透露，接下去，月湖美术馆将会全力以
赴复原其中各个门类的100件作品，成为宋文化的博
物馆。他表示：每一件器物背后都有一片精神领地，它
不仅是物质化地呈现，还有对人生品质的不懈追求。
在人与器物、人与人之间达成更多的相互尊重，让生活
变得更加美好，这就是“器物精神”，说到底也是一种人
文精神。中国南宋以“茶、瓷、丝、禅”为代表的东方文
化，曾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文明。它是中国匠心和器
物精神最好的证明。

杨古城表示：研究、发掘《五百罗汉图》中的器物，目
的是为了继承、开发与利用。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
授、宁波与日本交往史研究专家李广志则对当时《五百罗
汉图》如何流向日本进行了探讨。 记者 陈晓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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