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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後小路雅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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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背景

　　公益财团法人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从 2007 

年起每年在北京及中国各地的大学举办 SGRA 中国论坛，旨在介绍日本民

间人士开展的公益活动。从 2014 年起，本论坛调整了主旨，在清华东亚

文化讲座的协助下，开始面向北京及中国各地的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者，围

绕“文化”“越境”等关键词探讨以中日韩为中心的东北亚近现代史。今年

也将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东亚广域文化史”的可能性。论坛

配有中日同声传译。

■ 论坛主旨
　　本次论坛把目光扩展到东南亚，演讲人是日本东南亚艺术史研究的第一

人——後小路雅弘先生（北九州市立美术馆馆长）。目前，东南亚的近代美

术的诞生及其复杂的面向，尚未引起东北亚地区的广泛关注。本次论坛希望

通过介绍东南亚早期的近代美术运动，来思考该地区与东北亚的关系及相互

影响的情况。

第17届SGRA中国论坛

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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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美術〉の誕生

　　关 口 全 球 研 究 会（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SGRA）以推动实现良好的地球市民为目

标于 2000 年成立，因渥美国际交流财团所在地东京都文

京区“关口”而得名。SGRA 以在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

院从事研究活动的渥美奖学生的外国学者以及日本的研究

者为中心，为应对各种现代课题而进行研究及献策，并通

过论坛以及报告书等形式公诸于社会。SGRA 以开展领

域广阔的、国际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为愿景，推动多

国籍的研究人员广集智慧与人脉，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

展开分析和考察。

（www.aisf.or.jp/sgra/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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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SGRA中国论坛

东南亚近代〈美术〉的 
诞生

 时     间 2023年11月25日（周六）北京时间下午3点～5点（东京时间下午4点～6点）
 方      法 线下（渥美财团会场、北京大学会场）与线上同步举行

 共同主办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清华东亚文化讲座

 后   　援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赞   　助 鹿岛建设（中国）有限公司

 大会主持 孙 建军（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 SGRA）　　

 开幕致辞  今西淳子（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SGRA）　　

	 【致辞】  野田昭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38

 【演讲】 	《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39

  後小路雅弘（北九州市立美术馆馆长 /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指定讨论１】 熊 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51

	 【指定讨论２】 堀川理沙（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52

	【对指定讨论的回应】 後小路雅弘（北九州市立美术馆馆长 /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54

	 【自由讨论】 主持人 ： 林 少阳（澳门大学历史学系/SGRA/清华东亚文化讲座教授） 55

 
  【闭幕致辞】 赵 京华（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60

  讲师简介  61

  代后记 ─孙 建军（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 SGRA） 　62

  〇同声传译（日语⇔汉语）：丁 莉（北京大学）、宋 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SGRA）
※所属・职称以本论坛举办时为准

论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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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 SGRA中国论坛 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野田昭彦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原文为日语。翻译 ：邓 述荣（北京大学） ]

　　祝贺第 17 届 SGRA 中国论坛的成功召开。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日本与中国的研究者在这

个中国论坛共同讨论东南亚近代美术的意义，可能对于初次参加的朋友而言，稍微

有些难以理解。但如果回顾过去的论坛，便不难理解本次讨论的主题可以说延续了

第八回“近代日本美术史与近代中国”开始讨论的议题。以往论坛的讨论内容皆

收入了中日双语的报告书，也在网络上予以公开，如果您对今天的论坛内容有兴

趣，可追索参考这些线上公开的资料。

　　当然每年召开的论坛都有独立的主题，且内容丰富。自 2011 年参与协办本论

坛以来，我每次都获益良多。

　　今日演讲的後小路先生是北九州市立美术馆的馆长，是日本东南亚美术研究的

第一人。

　　在欧美列强的统治下，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意识不断高涨。美术领域的动向如

何？我对亚洲面对欧洲文明时反应出的共通性与独特性的讨论充满兴趣。诸位老师

在演讲后的精彩发言和讨论也同样令人期待。

　　与这一主题相关，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本基金会所协办的由中日作家参加的

国际会议已在绍兴成功举行。我们在会议之后参观了绍兴的名胜，走访了王羲之书

写《兰亭集序》的兰亭。当年，王羲之与友人于庭园中，流觞曲水，饮酒吟诗。而

书圣王羲之这位稀世名家所作之《兰亭序》，不仅作为书法作品，也因其所载内容，

把旧历三月三日曲水流觞之习俗传入日本。在兰亭，我感到对于当时日本的文人而

言，诗、书与游乐是无法割裂，浑然一体的，共同构成了其所憧憬的大陆的先进文

明。文明开化时代，在鹿鸣馆跳舞的上流阶级或许也抱有相同的心境。今天的演讲

题目虽是关于美术，但本论坛线下及线上的参会老师专业各不相同。我希望大家能

结合自身的专业领域，感受当时的时代潮流。

　　如前所述，相关过往论坛內容都可在网上阅览。此外，由后小路老师主持的关

于日泰传统工艺交流的在线讲座视频已经在国际交流基金总部的官方频道上公开，

如果您在日本，可作为深入学习的资料，参考观看这些视频。

　　最后，我衷心感谢提供这一学习交流机会的渥美国际财团。

　　以上是我的简单致辞，在此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

【
致
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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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近代〈美术〉的
诞生

後小路雅弘
北九州市立美术馆馆长/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原文为日语。翻译 ：刘 钊希（北京大学）]

１.为何讨论东南亚近代美术？
　　大家好，我是後小路。今天非常感谢渥美国际交流财团诸位的筹备，让我有机

会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探讨东南亚近代美术。

　　首先，关于东南亚近代美术这个主题，我想会有人感到陌生和困惑吧。东南亚

有近代美术吗？或许有人会这样想。因此，在自我介绍的同时，我想先谈谈自己为

什么会对东南亚的近代美术感兴趣，并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

　　我在大学学习的是美术史，之后在 1978 年成为了筹备中的福冈市美术馆的学

艺员。福冈市美术馆计划于 1980 年举办亚洲当代艺术的大规模展览。尚是新人的

我为此次展览会走访了东南亚各国。尽管当时各国的美术馆都还并不完善，但这次

旅行对我来说，是初次接触东南亚近代美术的宝贵机会。

　　然而，当我第一次看到东南亚的近代美术时，我并不知道该如何欣赏。我只能

将其与我所知道的西方近代美术进行对应，给它们贴上“印象派（的分支）”“后

印象派（的旁系）”“超现实主义（的支流）”等标签。我对那些国家的美术史的文

脉，以及艺术家固有的创作语境一无所知。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看到的作品有着

不可思议的魅力，但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那次旅行归国后不久，亚洲当代美术展顺利举办。但是我的心中却留下了一个

疑问 ：为什么我对东南亚美术完全不了解呢？因为在大学里没有学过，也没有介绍

这方面知识的书籍。说起来，为什么我们认为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东南亚近代美

术，一无所知也没关系呢？

　　我工作的福冈市美术馆，自 1980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介绍亚洲当代美术。但是

我认为，如果对产生当代艺术的近现代美术几乎一无所知的话，就无法充分理解当

代艺术。因此，我策划了概观东南亚近现代美术的展览。此时距我初次接触东南亚

近现代美术，已过去了 15 年。展览从策划筹备到实际举办又花费了将近 4 年的时

间。1997 年题为“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运动与艺术家们”的展览召开了。

这正是对我最初旅行时的疑问所做出的回答。

　　之后，“福冈亚洲美术馆”从福冈市美术馆中独立出来，并于 1999 年开馆，

这是一个专注于亚洲现当代艺术的美术馆。1997 年的展览会可谓是其建立的基础

之一。

はじめに	 後小路雅弘

演讲



40 © 2024 SGRA

S
G

R
A

 　
　

r
E

P
O

R
T

  

no. 
107

第17届 SGRA中国论坛 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２. 近代美术运动的萌芽 
──20世纪30年代的东南亚

　　20 世纪 30 年代，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但近代美术

运动也开始在这些城市中萌芽。我想简略地介绍一下其中的几个例子。

　　首先，新加坡创立了“华人美术研究会”和“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它们成为

了新加坡近代美术运动的策源地。

　　在马尼拉，结成了名为“13 现代人（Thirteen Moderns）”的艺术家团

体 ；在雅加达（旧称巴达维亚），成立了名为“普鲁萨吉（PERSAGI）”的印度

尼西亚画家协会 ；1934 年，在泰国曼谷，创立了“泰国艺术大学（Silpakorn 

University）”；而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1925 年成立了美术学校，第一届毕业

生们于 1930 年毕业，并将在 30 年代领导了印度支那近代美术的发展。

　　那么，东南亚所指的地理范围是什么？请看这张地图（幻灯片 1）。东南亚指

的是中国以南、印度以东的地区。即地图上的橙色部分，包括中南半岛、马来半

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等，分为大陆东南亚和岛屿东南亚两个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期间，联合国军于 1942 年在锡兰设置了“东南

亚司令部”，作为处理战后问题的联合国军的作战领域名称，“东南亚”这一称呼

在政治上被确定下来，而东南亚作为地理概念的普及则是在此之后。战前的日本并

没有东南亚这个词，而是称呼其为“南方”或者“南洋”，而在中国，应该也是普

遍使用“南洋”一词的。

　　东南亚由多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各国历史的集合。而现在

东南亚各国的疆域，则是欧美列强殖民统治的结果。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各国独立时划定的政治性国界，“是哪个国家的殖民地”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

国界线。因此，在国境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族、语言、宗教、文化，而这些方

面往往也超越了国境。故，很难单独讨论某个国家的历史。但东南亚的近现代历

史，却存在于每个民族国家成立的过程中。而美术史作为历史学的一环，我们也有

必要探讨其在各国的形成过程。

幻灯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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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後小路雅弘

３.印度尼西亚〈美术〉的诞生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东南亚在 20 世纪初几乎都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印度尼

西亚是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先后被西班牙、美国殖民，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属

印度支那，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则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正好处在法国和英国的

势力之间的泰国则以其巧妙的外交手段成为当时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

　　首先，我想从在荷属东印度结成的名为“普鲁萨吉（PERSAGI）”的组织讲

起，稍微详细地分析一下其实质。“PERSAGI”是印度尼西亚语“Persatuan 

Ahli-Ahli Gambar Indonesia”的首字母缩写的集合，意为“印度尼西亚画家

协会”，它于 1938 年在巴达维亚成立。在这一组织出现之前，像幻灯片 2 那样理

想化的经典风景画很受欢迎，荷兰语称其为《Mooi Indië》，意为“美丽的东印

度”，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理想化热带风景画。

　　而画家苏佐佐诺（S.Sudjojono）带领的团体“PERSAGI”则对这样的绘画

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苏佐佐诺是一名优秀的组织者，他创立了“PERSAGI”并展

开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在敞开的蚊帐前》（幻灯片 3）。

　　这里我从苏佐佐诺创作的类似现代美术宣言的文章中，摘取一小部分进行介

幻灯片 3

幻灯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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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苏佐佐诺否定了《Mooi Indië》的绘画风格，并做出了以下论述 ：

・�我从《美丽的东印度（Mooi� Indië）》这样的绘画中，只能看到一种观点，那就

是一切都像天堂一样美丽、浪漫、宁静、和平。

・�的确，《Mooi� Indië》是为了那些看不到椰子树和田地的外国人，或者是为了那

些对本国的风景感到厌倦，为了忘却金钱而前往寻找新鲜空气和风景的旅行者们

创作的绘画。

・�他们在绘画技术上可能很优秀，但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灵魂，那是因为他们

处在远离我们生活环境的地方。

・�而真正能够让人感受到直面现实的绘画，不是追求与过去光荣的王国时代相同的

美，也不是描绘游客的理想，而只是描绘现实世界。因为，高度的艺术性正是从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灵感，并按照艺术家的思想表现出来的东西。

・�绘画不应该根据游客或者梦想退休回国的荷兰人等，这些与我们身处不同环境的

人的要求来创作。相反，绘画必须是从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的。

　　综上所述，苏佐佐诺认为 ：“《Mooi Indië》是为在印度尼西亚旅行的外国旅

行者创作的绘画，它们也许在美术层面上很出色，但却没有灵魂，因为他们所描绘

的事物远离了我们的现实生活环境。而只有从直面现实的精神当中，才会产生高度

的艺术性。” 苏佐佐诺用激昂的口吻强调：“绘画必须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日常生活！”

最后，苏佐佐诺呼吁“印度尼西亚的画家们”：“如果你的心中流淌着承载艺术女

神理想种子的血液，哪怕只有一点点，就请放弃游客们给予绘画的定义。请一定要

打破阻碍你血液中涌动着的独立心的枷锁，创造一个能保护艺术理想的天地。”也

就是说，对苏佐佐诺来说，“现实主义”超越了充满殖民主义味道的观光纪念画，

成为了催生表现自我的“美术”的基础。

　　这里我想从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苏佐佐诺出现的背景。20

世纪 20 年代，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即独立运动达到顶峰，1928 年 10 月 27

日，在印度尼西亚青年会议上通过了《青年誓言》。

我们印度尼西亚青年男女在此宣誓：

忠于一个国家，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忠于一个民族，即印度尼西亚民族；

采用一种语言，即印度尼西亚语。

　　追求独立的人们，选择了“印度尼西亚”作为荷属东印度的国名。他们向世

界表明了，把居住在该地区的各个民族统一为印度尼西亚人、实现独立的决心。但

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民族主义运动遭到镇压，进入困难的寒冬时期。而苏佐

佐诺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向尚未诞生的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或者说是民族，使用



S
G

R
A

 　
　

r
E

P
O

R
T

  

no. 
107

© 2024 SGRA 43

【演讲】《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後小路雅弘

“印度尼西亚的画家们”这一称呼进行呼喊动员，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位名叫阿凡迪（Affandi）的画家，他虽然不是“PERSAGI”的成员，

但他与苏佐佐诺齐名，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先锋画家。这是阿凡迪在 1944 年日本军

政时期创作的作品《他来了，等了，走了》（幻灯片 4）。

　　在日本军政统治之下，当地人民过着贫穷的生活，缺衣少食。这幅画描绘的是

那个时代的一个穷人的乞讨场面。这幅画使用了“异时同图法”（美术史的术语），

画面中的三个人物其实是同一个人伸出手、等待、然后离去的三个不同时间的样

子。这是阿凡迪想在个人画展上展出却未被允许的作品。

　　阿凡迪的这幅作品反映了一种美术风格的转变，即从被称为《Mooi Indië》
的理想化的、没有任何肮脏丑陋之物、只呈现美丽的风景画，到即使是污秽肮脏、

却在直面现实、表现自我的美术。

　

４. 菲律宾〈美术〉的诞生
　　同时，菲律宾的近代美术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在 1946 年独立之前，菲律宾

的历史时期通常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西班牙殖民地之前（1565 年之前）、西

班牙殖民时期（1565 年 -1898 年）、包含短暂独立期的美国统治时期（1898 年

-1946 年）、二战的日军占领时期（1942 年 -1945 年）。如前所述，东南亚的国

境线是殖民统治下人为区划的，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菲律宾人”这一概念都还

不存在。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当地出现了“我们是菲律宾人”的意识，但其实

是在西班牙殖民地的范围内逐渐形成。人们在呼吁各个民族联合抵抗殖民统治的过

程中，最初面临的问题是，在否定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同时，是否存在团结菲律宾人

的纽带。美术领域也是同样如此。

　　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是谁？”相

信大家都知道答案。葡萄牙人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舰队，在 1522 年完成了历史上第

一次环球航行的壮举。而实际上，麦哲伦从西班牙出发，从南美跨越太平洋到达菲

律宾后，就在战争中去世了。因此，完成环球航行的不是麦哲伦本人。但世界史上

通常如是记述，即，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舰队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环球航行。如果

幻灯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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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律宾的历史来看，麦哲伦殒命的马克坦之战，则是菲律宾人第一次反抗欧洲

统治并取得胜利的一场值得纪念的事件。获得胜利的马克坦岛部落酋长拉普拉普

（Lapu-Lapu），则被看作是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英雄。由此可见，同样的历史在不

同的观察者、记述者中，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看法和样貌。

　　我这一代的学生在初中和高中的世界史课上学习麦哲伦的故事时，完全没有提

到从拉普拉普一方讲述的历史。听说现在在学校教育中，已涉及一些从菲律宾一方

的视角和观点了。

　　今天，在菲律宾还可以看到 16、17 世纪左右建成的古老基督教教堂。图中是

最具代表性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幻灯片 5），教堂内部保留了很多基督教美术。

　　当时的欧洲人认为亚洲人都是印度人，并且把当地人称为印第安人。除了亚洲

之外，南美人也被称为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为了让当地不识字的“印第安人”，

也就是菲律宾人成为基督教教徒，需要基督教的圣像来布道传教。如果从西班牙本

土运送圣像则非常麻烦，所以最初圣像是在殖民地墨西哥制造并运送过来的。不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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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样做的成本也很高。最后，逐渐变成在菲律宾当地制造圣像了。

　　从作品的风格来看，早期当地制造的圣像应该是出自华人移民工匠之手。也就

是说，与其他东南亚各国不同，菲律宾很早就有基督教美术的传统，这也是菲律宾

美术的特色。在这样的背景下，19 世纪作为西班牙本土皇家美术学校的分校，菲

律宾成立了专门的美术学校。这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与日本相比都是非常早

的。同样在 19 世纪，菲律宾出现了一些即使没有前往欧洲留学，也能描绘了出色

作品的西洋画家。他们主要描绘肖像画，而能够展现这些画家高超技艺的地方在

于，他们逼真地描绘了一种由菠萝叶（Piña）织成的轻薄半透明刺绣服装（幻灯

片 6）。

　　19 世纪后半叶，在殖民地的精英阶层中，出现了前往欧洲留学学习美术的人，

如画家胡安・卢纳（Juan Luna y Novicio）。他的作品《罗马斗兽场的地下室

（Spoliarium）》，在 1884 年马德里举办的沙龙（全国美术展）上获得了金奖（幻

灯片 7）。

　　Spoliarium 指的是古罗马斗兽场的一个地下室，这里是战败的角斗士被遗弃

的地方。画中所描绘的被拖行的死去的人被认为隐喻了画家祖国的命运。这幅作品

在马德里的沙龙上从众多西班牙人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这在一定程度上刺

激了 19 世纪末期在西班牙留学的菲律宾人的民族主义，催生并提高了他们的独立

精神和民族主义情怀。因此我认为，这幅画是远远超越其他作品的杰作。

　　此后，在美国统治下的 20 世纪，菲律宾出现了一位名叫费尔南多・阿莫索洛

（Fernando Amorsolo）的画家。他和他周边的画家团体很受欢迎。

　　和印度尼西亚的美术类似，他的作品以展现美丽而感伤的田园风光、婀娜多姿

的女性肖像而闻名。这些画作通过杂志等印刷媒体，在美国传播了作为南国乐园的

菲律宾形象（幻灯片 8）。

　　 而 埃 达 德 斯（Victorio Edades） 和 他 领 导 的“13 现 代 人（Thirteen 

Moderns）”作为对这些作品的批判者登上了历史舞台。1928 年，埃达德斯从美

国留学回国后，创作了名为《建设者》的作品。与甜美、感伤、浪漫的田园风光不

幻灯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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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幅作品充满强烈的男子气概（幻灯片 9）。

　　阿莫索洛在描绘悠闲的田园风光时，现实中的马尼拉正在逐渐展现出现代化城

市的风貌。其中，马尼拉中央邮局、大都会剧院等都是菲律宾人胡安・阿雷拉诺设

计的代表性建筑（幻灯片 10），沿用至今。

　　印度尼西亚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代之前也出现过西洋建筑，但它们都是由荷

兰人设计的。而菲律宾则是由本土建筑师设计，逐渐形成现代化都市，我认为这正

是埃达德斯的作品诞生的背景。在从学院派（历史画）到印象派（风俗画）的发展

潮流中，埃达德斯始终以自律的形式和色彩这一现代主义理念、充满现代意义的艺

术作品为目标。和苏佐佐诺一样，在创作上埃达德斯追求现实主义，排除理想化和

美化，否定对所见之物的谄媚，赞扬真实质朴的自我表现。因此我认为，埃达德斯

的作品属于城市的艺术，是伴随着城市的诞生而出现的。

　　埃达德斯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理念的 ：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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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事物，也要从所见之物中去寻找喜悦。

・�现实中所体验的环境中的所有领域，都值得我们去探索。此外，还应整合我们的

东方遗产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文化印记。

　　这样的想法与苏佐佐诺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只是埃达德斯将东方遗产和基督教

文化都作为自己的传统，认为要“整合我们的东方遗产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文化印

记”。这是一种具有菲律宾特点的思考方式。

　　与埃达德斯同属“13 现代人”的实力派画家，还有一位名为加洛 B. 欧坎波

（Galo B. Ocampo）的画家。他的这幅作品在 1938 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幻灯

片 11）。

　　画中的女子头上带有光环，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圣母子画像。而问题就在于，这

类画作中的人物，必须描绘成像画家拉斐尔创作的玛利亚那样的西方人打扮，当

然，实际上基督一家可并不是西方人，因此圣母子画像本来就很奇怪。但是这幅画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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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圣母一身菲律宾农村中常见的农妇打扮。这种异教、异端的绘画表现遭到了攻

击，但加洛 B. 欧坎波在某种意义上也解放了菲律宾人的思想，他表示 ：“因为我

是菲律宾人，所以我要描绘菲律宾人的圣母子。拉斐尔也是以意大利的市民女性为

原型创作圣母像的，我画菲律宾人又有什么不对呢？”由此可见，欧坎波作为菲律

宾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怀。

　　   

５.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美术〉的诞生
　　接下来我将介绍的是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情况。这两个地区与印度尼西亚和

菲律宾不同，华人主导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近代美术运动中。20 世纪 30 年代，

“华人美术研究会”成立，成员主要是从中国到法国留学的人，他们回国时为了躲

避中日战争而留在了新加坡。仅有一小部分是在新加坡出生，其他则是在上海留学

的人。另一方面，当时的新加坡被称为“南洋”，当地的华人主要是从中国南部前

来打工的人。随着在此定居的华人逐渐增多，有人提议为华人子弟创办美术学校。

1938 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正式成立。“华人美术研究会”和“南洋美术专科

学校”成为近代美术运动的两股中坚力量。一位名叫林学大（Lim Hak Tai）的

画家从厦门被邀请而来，他曾创办厦门美术学校，以此为经验，他成为了南洋美术

专科学校的创立者。

　　这是一位名叫张汝器（Tchang Ju Chi）的画家绘制的林学大的肖像画（幻

灯片 12）。

　　张汝器是“华人美术研究会”的核心成员，也曾在“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执教。

可以说，这幅作品关联了两位领导者。后来张汝器在日本占领时期被捕并被杀害。

　　林学大被称为南洋美术之父，他的想法十分重要。当时林学大刚来到新加坡时，

那里还被称为文化沙漠。他既不模仿西洋也不继承东洋，而是呼吁利用南洋所固有

的各种特点，来确立南洋美术。南洋是东西交通的要道，自然资源丰富，文化上也

存在多民族的文化多重性，在美术方面也洋溢着热带情趣，别具一格。林学大呼吁

凭借这些特点，确立既非西洋美术也非东洋美术的南洋美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随后，蔡名智（Chua Mia Tee）创作了名为《国语教室》（幻灯片 13）。这

幻灯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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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作品对于思考民族主义与艺术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国语教室》是 1959 年的作品，描绘了一群华人年轻人正在学习马来语的场

景。画中的描绘的可能是在年轻人下班后或者大学放学后的时间。虽然印度尼西

亚语和马来语十分相似，但从黑板上写的文字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学习马来语。

1959 年新加坡从英国获得自治权，1963 年随着马来西亚的成立，新加坡成为其

中一个州。1965 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成为新加坡共和国。围绕着新加坡

独立而出现的各种政治活动中，我认为这件作品象征性地表现了新加坡创造国语、

产生国民的时代动向。

　　

６. 泰国〈美术〉的特点
　　如前所述，泰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所以在美术方面也显示出与其他东南亚国

家不一样的特点，反而和日本比较相似。和日本的明治时代一样，泰国从意大利

等地聘请外国人教员，并引进欧美的各种制度，其中美术就是来自欧美的制度

之一。之前已经介绍了“泰国艺术大学”，其原名 Silpakorn University 中的

Silpakorn，在泰语中是“美术”的意思。泰国现在已经有很多美术学校，在日本

单独说 Silpakorn 的时候，则专指这所学校。它是以聘请的意大利人雕塑家费罗

奇（Corrado Feroci）为中心，创立并运营的学校。费罗奇后来从国王那里得到

了 Silpa Bhirasri 这一名字，成为了一名泰国国民。因此，与其他国家不同，泰

国非常重视雕塑，为了向大众宣传国王的权威，他们为国王建造了铜像。20 世纪

30 年代，泰国发生了类似立宪民主革命的事件，于是人们建造了民主纪念碑（幻

灯片 14）这样的纪念性建筑。这张照片是 2019 年拍摄的，纪念碑的下方刻有浮

雕，展现了泰国近代的历史。

　　费罗奇指导学生学习泰国的传统。其中一个名为肯・伊姆西利（Khien 

Yimsiri）的雕塑家，他的雕塑作品融合了泰国素可泰王朝的佛教美术和近代意大

利雕塑，展现出优美的造型特征。

　　之后，法国人维克多・塔迪欧（Victor Tardie）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开设

幻灯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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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所美术学校，其毕业生在近代美术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当时越南

是法属印度支那美术的中心，但该美术学校的毕业生们在 30 年代开拓的近代美术

运动中，以创作绢画、油画和漆画著称。特别是作为当地传统的固有绘画形式的漆

画和绢画，可以说是在其他国家几乎看不到的传统美术，近代的日本画也是如此。

这正是学生们在这所美术学校与西方老师的接触中发明的传统。这是也近代美术一

个值得玩味的面向。下面这幅漆画中的金色表现非常美丽，作为一种独特的美术表

现形式受到欢迎（幻灯片 15）。

　　至此，我已经介绍了各国近代美术的情况。从整体上看，近代美术运动大多发

生在曾是欧美殖民地的东南亚各国，他们逐渐觉醒，希冀建立和欧美一样的独立国

家。美术正是在这样由自己决定一切事务的自我意识，即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诞

生并发展起来的。

　　今天到场的嘉宾之一，是来自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堀川理沙女士，她将在之后

发表评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正是以东南亚近代美术历史为主建立的美术馆。虽然

建成时间不长，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请一定去看看。美术馆有丰富的藏品，可

欣赏到许多近代东南亚美术的代表作品，是了解近代美术发展脉络的重要研究据点。

　　那么我今天的演讲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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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燃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目前的中文出版物里，关于东南亚美术的专门研究非常有限，而关于东南亚

近代美术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後小路教授的讲座，不仅为我们填补了很多知识上

的盲区，而且为跨出国别的界限、以连动的方式观察东南亚艺术及区域内所发生的

文化现象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参考。

　　当我们谈及东南亚时，往往很自然地会想到多元的族群和多样的文化。东南亚

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始于二战。当我们去追溯历史上的东南亚时，浮现出来的

往往是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并不总是连续的一系列文明中心或强势王朝。伴随着地

理大发现和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东南亚不仅同其外部世界的联系日渐加强，内部也

开始由分散走向整体。有学者认为，东南亚从分散走向整体便是从近代开始的。後

小路教授的讲座正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勾陈出这个走向整体的过程。

　　在以往的历史读本里，我们已习惯于将近代东南亚与反抗殖民主义统治、争取

民族解放等宏大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但是，透过美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其背

后一些更为微妙和生动的历史细节。凝聚在这些作品内部的，不仅有饱受殖民主义

压迫下的民族抗争与流血，更蕴藏着在西方文化洗礼下的觉醒，以及由之带来的对

人与自然、现实与美等种种问题的思考。在东南亚近代史的特定语境下，这些作品

也反映着对自我文化的凝视、反思或重塑。

　　相较于用文字写就的作品，以视觉性物质材料为媒介的美术作品更易于、也可

以更为直观地反映东南亚本土艺术家对西方思想精华的吸收和运用。西方艺术，无

疑是东南亚艺术从古至今进行现代化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东南亚各国所接触

的西方艺术源头不一、方式不同，不同国家和不同艺术家所创造的作品呈现出了西

方艺术向东南亚输入过程中在路径和表现形式上的多种可能性。这一点，也能从後

小路教授所展示的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越南的不同材质和形

式的艺术品中得以体现。这些艺术品也启发着我们去进一步的思考以下问题 ：

　　

它们本国的国民是如何评析这些作品的？

它们又是如何流通的？等等。

　　以上是我的讨论发言，谢谢。

	 熊 燃

指定讨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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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川理沙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原文为日语。翻译 ：邓 述荣（北京大学）］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堀川。非常感谢後小路老师精彩的演讲。对

所有学习东南亚近代美术的人来说，老师策划的“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展（1997），就像一座金字塔。

　　在聆听今日的演讲时，我不由得想起了老师 1992 年为展览“美术前线北上

中 ：东南亚的新艺术”的图录所作的随笔的开头部分。引用如下。

後小路老师先是引用了菲律宾的艺术家罗贝托・费莱奥的“我们与我们

本来的样子是有间隔和距离的，基于这一观点来反思自身的时期已然来

到。”，随后如是论述，

“东南亚的近代艺术的基础性问题是‘寻找自我’，现在大概也是这样吧。

我们能直面‘我们与我们本来的样子是有间隔和距离的’，并朝着从中恢

复自我的目标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东南亚近代艺术的基本样貌。”

　　这段文字直指后殖民地状况的本质。在老师指出东南亚近代艺术中的“寻找自

我”时，我时常想老师是不是也在“寻找自我”呢？作为来自福冈的策展人，老

师直面东南亚近代美术的发展轨迹，从我们为什么只能通过参照西方艺术，才能理

解他们的艺术表现出发，反省了构成自身价值观的日本美术史学、美术馆等美术制

度，更进一步说，反省了日本近代化的脚步（老师的所思集中反映在了其参与建立

的福冈亚洲美术馆）。老师通过实地走访东南亚进行考察，并举办公开展览，得到

东南亚这个参照系。这不仅仅积累了有关东南亚近代艺术的知识和视角，还动摇了

随日本近代而产生的那种价值观，对于自身，以及被日本—西洋二元对立的框架所

拘束的日本美术界和观众，促使其“寻找自我”。

　　我的问题如下。

　　今日先生主要通过比较验证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东南亚各地同时发生的现代美

术运动，简要地揭示了，其各自面对近代美术时的反应，其中的共同点与差异。先

生耕耘有成，近年来学界对东南亚近代美术研究的关心稳步深入，渐渐出现了有影

响的研究。我想请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认为的近年有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另外，老师所建立的福冈亚洲美术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以南亚、东亚、东南亚

第17届 SGRA中国论坛 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指定讨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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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讨论2	 堀川理沙

三个区域的现当代艺术为主要展品的美术馆。近现代藏品中“东南亚”的作品最

为充实。当然这与老师主要从事东南亚近现代美术研究密不可分，但除此之外，老

师或许有其他的考量吗？今天演讲也提到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所共有的被殖民体

验、东盟这样的政治框架的存在等，使得其作为一个区域共同体更容易被把握吗？

换句话说，老师在构建自己的专业方向时，为什么不以东亚、南亚的近代为对象，

一定要选择东南亚的近代的理由是什么？除了作品容易收集以外，或者也可以理解

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日本与亚洲诸国的关系）有关，还请老师不吝赐

教。

　　最后，在全球化进程中，东南亚的艺术家参加日本或世界各地的国际展览已变

成一种普遍现象。即使在今天，不，应该说正是由于我们身处现在的世界，您认为

研究东南亚近现代美术的意义是什么呢？请您给包括我在内的、学习东南亚近现代

美术的学生一些建议。

　　以上是我的讨论发言，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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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小路雅弘
北九州市立美术馆馆长/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原文为日语。翻译 ：邓 述荣（北京大学）］

　　要一一回答熊燃老师的提问可能时间不是很够，请允许我稍微笼统地回答。

　　相信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今天演讲的题目中的近代“美术”，使用引号来表

示“美术”这个词。这是因为日本最初使用“美术”这个词是在明治五（1872）

年，这是欧洲语言的译词。所以在此之前，是没有“美术”一词的。以前参加这

个论坛的佐藤道信老师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即近代美术诞生的同时“美术”也

诞生了。

　　东南亚也是一样。“美术”这一制度的诞生是根植于欧美的外来文化的，在此

之前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美术这种认识。比如建立美术学校教授美术、开办展览

会、以及由之产生的观众群体，或是书写美术史等，这些都可以认为是近代美术形

成的过程。基于这点而言，今天所讨论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东南亚），美术这个

制度还没有完全确立，所以观众并不多。随着美术的扎根生长，展览会出现，观众

群体才得以产生，一直要等到战后或这些地区的民族独立之后，美术才得以充分发

展。当然，当时固然有极少数人去看了展览，也有人购买艺术作品，但我认为他们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接受者而已。

　　若要讨论美术在战后的发展，则要更多的关注美术教育的成熟、全国规模的公

募展的出现、美术馆的建立等这些问题，去讨论美术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在

讨论 20 世纪 30 年代的情况时，可以说，那时尚且停留在美术最初的确立阶段而

已。

　　以上权作回答吧。

※ 对堀川老师问题的回答请参考“自由讨论 ｐ57”。

第17届 SGRA中国论坛 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指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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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讨论

林 少阳

北京大学硕士一年级学生

　　谢谢後小路教授的回应。我也留意到会场上今天有出席的学生，我想先动用一

下主持人的特权，想把提问的机会先给我们在场的一个学生，可以吗？我们在场应

该有同学希望提问题吧。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後小路馆长对于东南亚美术诞生的讲座，也非常感谢两

位评述员的讲解，它也拓宽了我对于东南亚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认识。因为以往

我主要是从文学作品、影视以及戏剧作品中去看待并且认识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

的，而後小路教授另辟蹊径，让我们可以以一种新的视角，也就是美术的视角来重

新看待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

　　东南亚美术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受到世界的关注，那么我们现在想

要向世人去展现它的价值，这也就是後小路馆长建立福冈美术馆重要的原因。刚刚

您向我们展示了东南亚近现代美术的诞生，特别是美术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因为当

时东南亚国家都面临着殖民者的威胁，与西方国家这种空间概念的不同，也导致了

各国边界的诞生，因此就促进了这种美术的出现。

　　那么我好奇的是，在现当代，东南亚又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

中，而且它们也一直受到西方艺术更深刻的影响，那么现在东南亚国家的美术是如

何处理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呢？谢谢。

自由讨论 主持人：林 少阳（澳门大学历史学系/SGRA/清华东亚文化讲座教授）

讨论者：�後小路雅弘（北九州市立美术馆馆长/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熊 燃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堀川理沙(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以母语发言。翻译 ：邓 述荣(北京大学)、线上翻译 ：于 宁（东京大学）]

第17届 SGRA中国论坛      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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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 SGRA中国论坛 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谢谢这位北京大学的硕士生同学，那么我想麻烦後小路教授先回答这位同学的

问题，有请。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的演讲聚焦在民族主义与近代美术之间的关系

上，特别是在东南亚诸国之中 “重新发现传统”这一点尤其重要。每一个国家的国

境线都基于政治性划分，这些国家则是基于这样的国境线成立的。在成为殖民地以

前，这些地区并不存在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那么，能够统合国民的美术或是

艺术形式又该如何生成呢？我想学界已经认识到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今天，可

能还难以孤立地讨论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在美术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之中，“传统”

这一问题十分重要。

　　谢谢後小路教授和这位同学。现在我想把提问的顺序移到网上，网上有不少问

题，一一回答我们的时间可能也不太允许，我想先读其中的一个问题。

　　请问後小路雅弘馆长，近现代日本对东南亚美术的影响，今天的报告很

少有提到，可以稍微列举一些案例简单分析介绍一下吗？据我了解，也有一

些东南亚的学生在近现代就前往日本的美术学校留学，虽然不太多。谢谢。

　　我猜测这位提问的观众可能也是留日的老师，或者说懂日文，了解中日美术史

的交流、或者东亚日本和东南亚美术的交流。他提到在现代，东南亚有去日本学习

美术史的一些年轻人，但是在今天後小路教授的演讲里没有提到，如果能稍微介绍

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将会非常感谢。那么有请後小路教授回答这位的问题，谢谢。

　　关于日本对东南亚近代美术的影响这个问题，实际上几乎没有从东南亚到日本

的留学生。虽然有很多人从中国和朝鲜到日本来留学，但从东南亚来的却屈指可

数。泰国的画家 Jitr Buabusaya 可能是作为到日本留学，并对其国近代美术发展

有影响的唯一一例。而谈起日本对东南亚近代美术的影响，不得不谈日本的军政

期。虽然是很短的时期，但有很多政治宣传的活动。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要在其他

主题的讲座中进行讨论，请允许我今天暂且先不做介绍。这里，我想说的是日本占

领的军政期在美术这一领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谢谢。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比较基本，他说 ：决定东南亚近

代美术诞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决定近代东南亚美术制度产生的决定要素是什

么？那么我想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问题吧，如果不对的

话，请後小路教授等一下回答的时候再修正我的意见。

　　跟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位提问者他提到的问题是 ：假如

简约地概括近代东南亚美术制度的特征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概括它的特征？

大概就是以上的两个问题，有请後小路馆长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想说“能不能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我今天的演讲内容。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还是民族主义，或是在民族意识的觉醒、高涨下，自我表现

林 少阳

後小路

林 少阳

後小路

林 少阳

後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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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讨论

林 少阳

後小路

林 少阳

後小路

林 少阳

的摸索。这不只限于美术，在文学以及其他艺术门类中，也都在探索自我表现。美

术是其中的一环。

　　最初，能迎合殖民者的作品才能卖出去，在创作迎合殖民者的作品时，画家们

意识到这并非属于我们的真正的艺术。他们在否定了早期的艺术创作，思考应该表

现什么，这是近代美术发展的一大动力源。

　　谢谢。我想先回到我们的会场，以上就是提问的主要部分。我想借这个机会，

激发一下两位讲评人和演讲者後小路教授的演讲之间的关联，然后我们再进一步讨

论。我希望可以利用剩下的十来分钟进一步讨论，希望讨论能像熊老师的名字一样

熊熊燃烧。今天两位讲评人的评论和後小路教授的演讲，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全

球化的问题。

　　可以了吗？我还没有回答堀川女士的问题。

　　对不起，因为刚才後小路教授只是回答了熊燃教授关于流通、接受部分的问

题，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堀川博士的提问，那么现在先补上这一块。

　　虽然难以直接回答堀川女士的问题，但我还是先就最近东南亚研究的高涨，从

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如何出发，回答您的问题。

　　最近我去看了东京上野的国立西洋美术馆的立体主义的展览。展览展示了巴黎

的蓬皮杜中心的藏品，以法国立体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为主要内容。我看了后感到这

真是个落后于时代的展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已经用蓬皮

杜中心的藏品来展现东南亚视角的展览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关于

立体主义，我也参与过名为“亚洲的立体主义”的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也由国际

交流基金策划。但我却完全没有基于这样的展览会的视角。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

展览和国立西洋美术馆的展览相比较，我感到从东南亚的视角去把握欧美中心的美

术史观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关于福冈亚洲美术馆的收藏品中东南亚的藏品相对充实，而其他地区的

藏品却不那么充实的问题，其原因是展览会的召开。正是为了召开展览会，才有调

查研究，而作品收藏才成为可能。虽然也有购买其他地区作品的机会，如果没有不

断召开展览的积淀，是无法进行全面的作品调查，从而选择、购藏好作品的。在办

“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的展览时，我从国际交流基金得到资助金，在东南亚

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以此为基础，随后又进行了多次调查，使展览会的举办成为

可能。基本来说，如果不能在其他区域复刻以上调查的话，是很难购藏作品的。

　　谢谢。我自己也记得好像在 5、6 年前，後小路教授也来过东京大学，关于东

南亚美术，尤其是那些华侨画家，以及东南亚美术现代化，和中国美术的西化、现

代化之间的一些关联做过演讲。我想今天您的演讲，不仅仅是对我们通过美术史来

了解东南亚的现代性，也提供了一个刚才讲到的东南亚的华侨华人艺术家，与中国

本土的艺术运动之间的关联。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我的一个前同事加治屋

教授，好像请您来讲过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您能不能在这里稍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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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小路

林 少阳

 熊 燃

这样有利于今天在会场的这些中国背景的听众，理解今天您的演讲，尤其和中国的

关联。谢谢。

　　我在被加治屋健司老师请到东大之时，做过关于东南亚美术中的现实主义的讲

话。我介绍了华裔艺术家和由他们创作的美术。我认为华人和中国的联系，还是应

该以其同新加坡的关系为中心。

　　比如马来西亚、马来半岛的马来人的社会，因为英国采取了文化上不介入的方

针，有伊斯兰教国家，其中有伊斯兰教固有的对绘画偶像的抵制倾向。也就是说，

把神描绘为人的样子是有问题的。所以从美术的发展而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

那里并没有太多的活动。其中，从中国来的华人承担了在马来半岛或是新加坡发展

美术的责任。他们在欧洲或是上海学习，在新加坡或是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槟榔屿开

展了最初的美术活动。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的最密切之处。

　　谢谢。我接下来再想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给三位老师的。今天後小路教授　　

演讲的背后，是有一个对日本自身美术制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些反省，这一点刚

才堀川教授也提到了。那么，假如有一个“日本对西方”的这样一个二元化的话，

中国的现代性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就是它的美术制度的确立，一方面有西方中心的

一面，同时又作为西方中心的一个反动，有一个对传统的强调。我想这在中国和日

本的近现代美术制度的确立中都有。

　　那么，这个事实的背后，似乎有一个对我们旁边的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的

他者的关心的欠缺。我讲的第三、第四、第五者的他者，指的是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以及印度等。中国也好日本也罢，似乎对他们的文化缺乏应有的关心，对他者的存

在缺乏足够的文化上的理解。如果後小路教授的演讲和两位评论者的讲评，可以理

解为体现了类似的意思的话，我想麻烦三位老师从各自的角度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谢谢。

　　那我先来吧。因为刚才我们的学生，她提了关于传统与现代这样一个二元关系

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有这样一个非常朦胧的想法，实际上从刚

刚後小路教授所举的那样一些美术作品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影响与地方性传

统的结合，存在两种方向（或路径），一种情况是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向东方展开的，

美术作品的创作者和消费者是西方人士，他们对东方元素进行的运用或吸收，其实

是从西方中心出发，对异国或殖民地文化以从上往下的视角予以注视，异域的元素

对于他们来说，或者是追求一种对自我传统的突破，也可能纯粹为了艺术上的考

虑，例如引入新鲜的视觉体验，营造新奇感等。当然，有时也可能隐含着某种政治

上的霸权意味。这是一种结合的路径。

　　另一种情况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方国家，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本地

艺术家一方面在创作观念和艺术手法上主动地学习西方，一方面努力继承和开拓本

土的传统，这种结合路径是在本土传统内部对西方影响予以吸收和转化。我认为，

上述两种路径很多时候是存在互动的，不断会发生对话、交流和相互吸纳，在动态

中促使西方（现代）和东方（传统）不断交融和发展。我觉得在这两个方向上，传

统与现代是在互动中发展的。这是我目前一些粗浅的认识，但是可能要以具体的作



S
G

R
A

 　
　

r
E

P
O

R
T

  

no. 
107

© 2024 SGRA 59

	 自由讨论

林 少阳

  堀川

林 少阳

後小路

林 少阳

孙 建军

品或案例来探讨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

　　谢谢熊老师。因为时间关系，下一个问题我们就倒过来有请堀川博士，您有什

么要回应的吗？

　　我想有联系地一并回答之前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首先聆听了後小路老师关于到

日本留学的东南亚学生的回答。其中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我注意到了有从中国到

东南亚留学的例子。菲律宾也有美术学校，有一个中国福建省的画家，既没去日

本，也没去北京或是上海，而是去菲律宾学习美术。

　　而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当然也包括先生之前所谈的

新加坡的例子，除此外印度尼西亚也有华人美术协会。名字好像叫“印华美术协

会”。但其历史，与印度尼西亚国内对于华人的迫害和屠杀的历史也有关，直到如

今仍鲜为提及。而近年来新的年轻学者逐渐出现正在考察这方面的历史。所以，如

林先生此前所提到的限制、或是本国中心的历史观、价值观之类的说法，我认为东

南亚近代美术研究是一个提供了多个参考点，包含了资助其相对化的丰富资源和故

事的研究领域。

　　谢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请後小路教授最后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传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在演讲的最后，我略微提到了一点越南的

事，就是“传统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被创造”的一个例证。特别是就其与民族主义

的关系而言，在建国过程中，作为统合国民的一个象征，不得不发现传统，或者在

有些情况下，不得不捏造传统。比如越南的绢绘，是用法国产的水彩画的工具制作

的，实际上并非越南的传统技法。漆绘也是如此。当然越南自古就有漆工艺，但漆

绘是在法国老师的指导下，作为一种鉴赏用绘画，一种“美术”表现才被创造出

来的。所以，我认为传统一直存在于亚洲社会中连绵不绝的认识就像是一种神话，

我们不得不去发现其被创造的过程和历史。

　　谢谢三位老师。今天的内容对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异国的艺术，我是做历

史研究的人，我们有一句话说的是“过去就是异国”。今天後小路教授的演讲，以

及刚才熊燃老师和堀川老师的讲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细节的、而且是可视的

历史，那么我们要理解这一双重意义上的“异国”也是理解我们旁边的这些他者。

非常感谢今天後小路教授的演讲，也感谢两位讨论者很有意思的讨论，谢谢。我们

的讨论部分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林少阳教授的精彩主持和三位老师的精彩互动。现在有请赵京华教授

做闭会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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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京华
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首先代表我们清华东亚文化讲座祝贺本届中国论坛的圆满结束！

　　尤其感谢北九州市立美术馆馆长後小路雅弘先生的精彩讲演，以及嘉宾们的出

色点评！

　　後小路先生作为日本东南亚美术研究第一人，长年致力于亚洲近现代美术的策

展与和美术史教学与研究，可谓积累丰厚、学养精深。今天的讲演，不仅为我们描

述了 20 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美术发展的大致脉络，而且在广域亚洲被殖民的大背景

下，重点探讨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美术运动之现实主义精神的关联。这让专业以外

的我们也能透过美术运动，了解到东南亚 20 世纪复杂的历史进程，对民族、语言、

宗教、文化千差万别的该地区获得了初步的认识。

　　19 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对该地区的殖民不仅诞生了“东南亚”这一地理概念，

而且赋予这“千差万别”的地区以共通的历史语境，并使其美术运动铸就了独特

的区域性格。就是说，在压迫与反抗中“东南亚近代美术得以诞生”，而有了追求

民族意识觉醒的共同目标、规定了美术实践的发展方向 ；同时各民族固有的历史文

化又赋予东南亚内部不同国家的美术实践以各自独特的民族色调。

　　在世界秩序纷乱重组、亚洲区域依然矛盾重重的今天，认识到这个殖民主义造

就的历史语境和东南亚区域内部的千差万别，非常重要。它将提示我们 ：任何霸权

力量追求以自身意志统一世界、消灭差异性的图谋都不能得逞。我们唯有尊重各民

族国家的千差万别，才能实现文明互鉴与和平共生的理想愿景。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历来致力于全球问题，特别是对亚洲全域思

想、文化、宗教、美术的关注与研讨，为我们了解亚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观察的

视角。这次中国论坛又促使我们将视野从东亚扩展到东南亚。清华东亚文化讲座长

期关注中、日、韩的思想文化及其相互关联，相对而言对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东的

关注不是很够。非常期待能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扩展我们的亚洲视野，丰富我们对

于该区域乃至世界的想象力。

　　谢谢！

【
闭
幕
致
辞
】



S
G

R
A

 　
　

r
E

P
O

R
T

  

no. 
107

© 2024 SGRA 61

	 主讲人简历

主讲人简历

■ 後小路雅弘／ USHIROSHOJI Masahiro

1954 年生于北九州市。曾担任福冈市美术馆学艺员，策划了以亚洲的近现

代美术为主题的众多展览，如“亚洲美术展”、“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

等。作为学艺部长，为福冈亚洲美术馆的设立做出了巨大贡献，策划了“第一

届福冈亚洲美术三年展”等活动。自 2002 年起，在九州大学致力于亚洲近现

代美术史的教育、研究，参与了如“越南近代绘画展”（2005 年）等展览的

策划工作。自 2021 年起，担任北九州市立美术馆馆长。同时，也在福冈市内

经营自设的亚洲美术研究所“蜥蜴文库”。著有《美术的日本近现代史——制

度、言说、造型》（合著），论文有《“被遗忘的纯真自我”这一他者——东南

亚美术中的高更主义》和《日本军政与东南亚的美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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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建军
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SGRA

　　2023 年 11 月 25 日（周六）北京时间下午３时（日本时间下午４时）开始，

第 17 届 SGRA 中国论坛“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顺利举办。因新冠疫情

结束，原定时隔４年线下举行。就在９月份决定最后日程之际，意外发生的事态席

卷而来，不禁让人想起 2012 年的那个秋天，只好选择继续在线上举办。

　　本次论坛的主题重新回归“美术史”。与以往聚焦“东亚”不同，论坛第一次

将视线投向“东南亚”，所以筹备工作也有了相应的变化。本次演讲嘉宾是日本北

九州市立美术馆後小路雅弘馆长，两位指定评论人分别是北京大学东南亚系副教授

熊燃老师和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策展人堀川理沙老师，自由讨论的主持人是澳门大学

林少阳教授。参与筹备的人员分布在东京、北九州、新加坡、澳门、北京，联络语

言除了日语之外，有时还加上了英语。筹备工作的所有过程让我对渥美财团工作人

员高超的国际交流能力深感敬佩。

　　论坛开始，主办方渥美财团今西淳子常务理事及北京日本文化中心野田昭彦所

长分别致辞。野田所长的致辞延续以往的风格，巧妙切入当届的主题，为论坛进行

了热身。

　　作为日本东南亚美术史研究的第一人，後小路雅弘馆长的演讲从他到访东南亚

的亲身经历开始。後小路先馆长指出东南亚近代美术运动的萌芽起于 20 世纪 30

年代，此时，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已成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近代美

术运动虽未产生联动效应，但处于同一个国际背景之中，那就是 19 世纪末以来的

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自决意识的逐渐高涨。 後小路先生通过许多绘画作品的展

示，深刻解读了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东南亚近代美术运动的先锋们所面临

的困难、追求的目标，以及东南亚各国所呈现的共性与不同。

　　自由讨论由澳门大学林少阳教授主持，熊燃老师和堀川理沙老师分别阐述了基

于各自专业的观点。熊燃老师认为，透过美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反抗殖民主义统

治、争取民族解放等宏大的近代东南亚历史进程背后一些更为微妙和生动的历史细

节。堀川理沙指出後小路馆长对东南亚美术史研究的出发点，不仅在于东南亚，其

实质是基于整个东亚地区。随后，後小路馆长针对会场以及线上参加者的提问进行

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论坛最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赵京华教授代表协办方清华东亚文化讲座进行

了闭会致辞。赵京华教授指出，後小路馆长的演讲让专业以外的人士也能透过美术

运动，了解到东南亚 20 世纪复杂的历史进程，对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千差万

别的该地区获得了初步的认识，强调“任何霸权力量追求以自身意志统一世界、消

灭差异性的图谋都不能得逞。我们唯有尊重各民族国家的千差万别，才能实现文明

互鉴与和平共生的理想愿景”。

代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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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记	 孙 建军

　　东京会场、北京会场以及线上共有 15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有参加人员表

示“对东南亚近代美术发生的背景和代表人物有了较为全面的基本认识，希望今后

有机会多开展这一研究领域的讲座”。

　　论坛当天正值赵京华教授的生日，北京会场还举行了温馨的庆祝仪式，会后举

行了小规模的聚餐。上一次聚餐还是疫情前的 2019 年。

　　第 18 届中国论坛的日程已经很快决定，将继续邀请後小路馆长在北京为大家

进行线下讲座。

　　那个熟悉的 SGRA 中国论坛将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回到大家身边。

（孙建军《第 17 届 SGRA 中国论坛“‘东南亚近代〈美术〉的诞生”报告》转载）

■孙建军　SUN Jianjun
1990 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1993 年获得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学位，2003 年获得

国际基督教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语言大学讲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讲师，现任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专攻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著作有《近代日语的起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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