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 我们

挥手告别 2018年，迎来了 2019年。

回望过去的一年， 文博领域继续呈

现出繁荣的景象， 每个月都能看到

各式各样的“镇馆之宝”，着实令喜

爱文物艺术品的小伙伴们大呼过

瘾。 可以说，2018 年的幸福指数是

很高的。新年伊始，又有许多重磅大

展在加码。在此，《中国商报》记者从

全球甄选了几场具有代表性的大

展。 想不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 看完这些大展，马上行动吧！

北京：

战后艺术 迎来“重生”

西里西亚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是

个较为陌生的名字， 它是历史上中

欧的一个地域。这里自然资源丰富，

成为地区强权争夺之地， 导致了其

边界变化、政权更迭不断。经历了“三十

年战争”洗礼的西里西亚，在巴洛克

艺术的影响下迎来了“重生”。

正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的

“重生：巴洛克时期的西里西亚———

波兰佛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

品展” 为观众揭开了西里西亚的神

秘面纱。此次展览甄选了 76 件西里

西亚地区巴洛克风格的艺术品，全

部来自波兰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

馆藏。全方位呈现了 17 世纪下半叶

西里西亚历史文化的复兴、 社会生

活的发展， 以及巴洛克艺术和独特

的手工艺的繁荣。值得一提的是，此

次展览中的展品都是首次在国内亮

相。

上海：

画坛巨匠 完整还原

不久前， 中国内地最大规模的

董其昌特展“丹青宝筏———董其昌

书画艺术大展” 在上海博物馆拉开

帷幕。此次展览汇集了上海博物馆、

北京故宫博物院、 美国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 15

个海内外重要收藏机构的董其昌相

关藏品，共计 154 件（组）。

展品除了上博收藏的董其昌经

典书画作品，包括《烟江叠嶂图》卷、

《天马赋》、《秋兴八景图》等之外，日

本的“颜真卿”、美国的“王羲之”都

来为此次大展“站台”，包括“美国藏

中国书法第一名品”唐摹王羲之《行

穰帖》卷、颜真卿《自书告身帖》、董

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赵佶《雪江

归棹图》、倪瓒《六君子图》轴等书画

名迹， 甚至上博难得展出的王献之

《鸭头丸帖》此次也位列其中。 如此

数量庞大的展示， 只来一次怕是无

法看全。

杭州：

佛影灵奇 丝路见证

喜欢佛像收藏的朋友们一定不

能错过这场“佛影灵奇———十六国

至五代佛教金铜造像”展览。该展览

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举办，展

出了来自全国 49 家文博单位的

360 件珍贵文物，以我国境内 14 个

省（区、市）出土的十六国至宋初吴

越国时期的金铜造像为重点， 展示

2000 年来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一

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佛教的基本面

貌以及浙江地区的佛教发展在全国

的影响力， 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

展览以时代为序，重点从“十

六国至隋代”“大一统的唐代”“五代

时期” 三个历史时期梳理汉传佛教

金铜造像的时代特色与发展脉络，

每一尊佛像背后都蕴藏着丰富的历

史内涵与现实意义。比如，在序厅中

展出的宁波南宋天封塔地宫出土的

统一新罗时期金铜佛立像， 既确立

了明州在“一带一路”佛教文化交流

中的重要地位， 也是宁波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实物见证。

沈阳：

热门爆款 再度回归

日前， 辽宁省博物馆拉开了第

二期“中国古代书法展”的帷幕。 展

览共分为五个单元， 展出馆藏珍品

41 件（组）， 从先秦开始至清代结

束， 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反映中国古

代书法的基本变迁轨迹， 展现中国

书法史上不同时期的代表书法家及

其重要作品。其中，荣登央视第一季

“国家宝藏”的《万岁通天帖》、唐代

狂草书法代表怀素的《论书帖》、宋

代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书翰文稿

卷》、“赵体” 书风创立者赵孟頫的

《欧阳修秋声赋》等悉数亮相，此外

还有唐代欧阳询的行书《千字文

卷》、宋陆游的行书《自书诗卷》以及

文天祥的《木鸡集序卷》。

最吸引眼球的当属唐摹王羲之

一门书翰卷《万岁通天帖》，其曾于

2018 年年初在辽博短暂展出过三

周，因人气太高还延展了一周。《万

岁通天帖》为王羲之、王献之及其族

人墨迹的唐摹本，共七人十帖，被认

为最接近王羲之真迹。 它是国家一

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 据说，

2018 年以前的展出至少要追溯到

十年前。如果当时没有一睹真容，这

次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台北：

古玉特展 实幻之间

看古玉展览还能学习物理知

识？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日前推出的

“实幻之间———院藏战国至汉代玉

器特展” 通过 212件战国至汉代的

代表性玉器，探讨了当时玉器制作过

程中所运用的错觉艺术技巧，并以此重

新审视当时玉器制作大师们的独特

创意。有趣的是，展览中还参考了广

义相对论的概念， 提出战国和汉代

玉雕中扭转变形和平板单元化的神

兽， 也许才更接近于真实物理世界

中的形体这样的新颖论述。

东京：

传奇画作 重现江湖

备受关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开

年特展“颜真卿： 超越王羲之的名

笔”于近日公布了完整展品清单。在

这份清单中， 人们意外发现竟有一

幅早已消失的北宋李公麟传奇画作

《五马图》。

李公麟笔下的马对后世影响深

远，《五马图》是其代表作。此作曾入

藏清宫，溥仪退位后被运出宫，此后

行踪近乎成谜。数十年来，几乎没有

人见过它的真迹， 关于其是否存世

的说法很多。 最主要的一种说法是

认为它已经在“二战”中毁于战火，

只留下黑白的珂罗版印刷品， 藏于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除了这幅传奇画作外， 还有颜

真卿《祭侄文稿》、宋拓颜真卿《千福

寺多宝塔碑》、宋拓褚遂良《雁塔圣

教序》、 宋拓欧阳询《九成宫醴泉

铭》、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拓孤

本、怀素《自叙帖》《小草千字文》、褚

遂良《孟法师碑》唐拓孤本、黄庭坚

《行书伏波神祠诗卷》、智永《真草千

字文》、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等名

碑名帖、名家名迹。日本所藏四件珍

罕的王羲之法书唐摹本《妹至帖》

《大报帖》也将亮相，总体展品数量

达 177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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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文化之旅

●本报记者 栾尚元

（广告上接 A2版）

“佛影灵奇———十六国至五代佛教金铜造像”展现场“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引发了一次观展热潮。 CNSPHOTO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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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 首都博物馆展品

唐 佚名《万岁通天帖》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展品

西汉晚期至东汉 玉鸠

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品

宋 李公麟《五马图》局部

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