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和上海
展开一场对平衡与意义的无声追寻

来中国前，我在法国做了   年老师。我感觉自己在巴黎

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这对于艺术创作来说不是

最理想的状态。

于是在     年，我离开了巴黎，也告别了那里的快节奏、

熟悉的都市喧嚣声和多变的气候，搬到这个广阔而处处充满

对比的国度，搬到了它的首都北京。

由此，我正式开启了一段新的内心旅程，一场对平衡与意

义的无声追寻，这种追寻源于我对身边那些中国朋友们的兴

趣。

这段旅程引导我去思考幸福：幸福藏在哪里？我们如何辨

识它？这些具有普适意义的问题，伴随着我日渐融入了一个既

陌生又熟悉的人文环境。

上海是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永远在变化，而我需要

改变。于是，    年，在北京生活了五年之后，我搬来了上海。

作为一名艺术家，最让我着迷的永远是发现人性的真相，

并且努力去捕捉它。这毫无疑问就是我被北京和上海这样的

城市吸引的原因：这两座城市都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这种真

相的一个立面。

北京是座千年古城，深邃得近乎神秘。它时刻讲述着一个

充满怀旧气息的老故事，对我来说，它就是巨龙的心脏。上海

则年轻得多，作为   世纪初叶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浓墨重

彩的一个地方，它的城市基因里烙印着求新求变，永远不满足

于现状的特点。它充满活力，闪耀得像一道瀑布；而北京更像

是条平静流淌的小溪，沉稳而深思熟虑。

两座城市，两种气场，两种对人类世界的诠释，我试图用

自己的方式将它们捕捉下来。

当路易十四遇上康熙
在上海收获太多创作灵感

在上海的五年间，我收获了太多创作灵感。

上海是一座多民族与多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这种多

样性让我更深入理解了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尤其引起我注意

的是普通人的奉献———正是他们的勇气与远见，赋予了上海

之所以成为上海的动力。在探索这些人文故事时，那些建设者

的精神深深启发了我，激励我将这些多维度的面貌转化为雕

塑创作。

五年来我已完成了七件雕塑作品，每件作品都试图通过

不同的角度探索人类的投入和奉献精神。我以历史人物和象

征人物为灵感，选用中国产的材质，比如珍贵木材、白玉、景德

镇瓷器、不锈钢和青铜等材料，以期让不同文化与历史遗产之

间产生对话。

就像我先后完成的两件雕塑《路易十四》和《康熙》：青

铜与木材制成的雕塑刻画了路易十四在统治初期的形象。他

跪在一块镌刻着太阳图案的基座上，象征其即将成为“太阳

王”的未来。这位年轻的君主既体现了青春的纯真，也承载着

命运的重量。

路易十四与康熙大帝，在遥远的   世纪就像分处东西世

界的“两个太阳”。当“太阳王”以辉煌的权威统治着法国的

同时，清朝最杰出的皇帝之一———康熙，则以睿智与力量治理

着中国。

尽管两人相隔万里，他们的统治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

处：权力高度集中、热衷艺术赞助、推动科学发展，并积极扩展

自身的影响力。

我如今身在东方，所以在创作中时不时会将中西的人物

和文化进行联结，就像我的另一尊雕塑《玛丽安娜的诞生》。

通过结合金丝楠木与景德镇瓷器，这件作品在体现启蒙运动

的人文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之余，又致敬了千年手工

艺传统。

玛丽安娜，法国共和国的象征，代表着自由、平等与博爱。

她是人民的声音，是民主的面孔，是以人的尊严为核心的共和

人文主义的化身。在创作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另一个人、生活

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孔子，他奠定了以仁、礼和社会和谐为

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

乍一看，象征革命的女性形象与古老东方的圣贤似乎毫

无关联。然而，他们却遵循了一条共同的内心道路，即对人性

良善的信念，以及深信每一个体为社会贡献正向力量的重要

性。

玛丽安娜象征着一个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基础上的社

会；而孔子则教导人们，只有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才能

实现真正的公平与安定。

两者也都重视教育的力量。共和国将教育视为培养公民

精神的支柱，而孔子则认为学习是通向智慧与道德完善之路。

在他们的思想中，人不应只是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而应是一

个拥有尊严、责任与意义的个体。

因此，玛丽安娜与孔子，虽来自不同文化，却穿越了一条

共同的道路，那是一条由理性、正义与相互尊重所引领的光明

之路。

创作是一场漫长的内在旅程
通过文字展现影像无法言说的部分

创作对于我而言永远是一场漫长的内在旅程。

一切始于一个简单的动作：拿起一张纸，记录下我想表达

的情感与感受。接着，我尝试将这些情感与某个形象或人物关

联。渐渐地，一种姿态在我脑海中成形，如同自然浮现的记忆。

当这种构想清晰后，我会前往位于河北的工作室开始制作。

在创作《玛丽安娜的诞生》期间，我曾两次有幸获得了来

自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的关注。头一次是在作品的筹

备期间，当了解了该项目以及我试图通过作品来象征法中文

化纽带的愿景后，他对这次艺术与外交行动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后来，当雕塑完成后，我为了向总统当初的鼓励表达谢

意，向他赠送了一个   厘米高的玉石版本的玛丽安娜。总统

收到后亲自回信，对这一作品诚挚致谢，并称赞其完美展现了

法国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在长期使用雕塑和摄影的方式进行创作后，我决定诉诸

于文字这一最朴素的创作方式。《第十三面旗帜》既是个人叙

事，也是一次艺术探索。众所周知，雕塑是具体可触却无声的

存在。在这本书，我试图赋予它声音。如同摄影般，我让作品开

口诉说，揭示潜藏的创作意图、情感与视角。

它追溯我在中国十年间的发现，以及与中国友人的相

遇———他们常被我拍摄于围墙之后、居所的私密空间里。这些

我当初用专注与尊重的态度所捕捉的生活碎片，如今将以文

字的方式展现影像本身无法言说的部分。

但书中的配图不仅仅是插图，它们是故事的延伸。在捕捉

光线、动作与目光的瞬间，它们延续了文字，也唤起想象与情感。

比如有些照片展示了我身穿京剧脸谱面具的中国朋友，

这种选择既有审美意义，也具有象征意义，体现了情感的内

敛、面具背后的沉默与表演背后的真实。京剧脸谱展现了传统

之美，而这种传统依旧在日常生活中延续。

我并不试图通过这本书
去解答关于幸福的问题

正如我所言，《第十三面旗帜》象征着那些低调而坚定的

中国青年。我怀着一种真正的敬意看待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

上的年轻人，这些青年男女以尊严展现出一个正在转型的国

家具有的那种沉静的力量。

他们的坚韧、团结以及在困境中依旧敢于梦想的精神，深

深打动了我。最触动我的是他们将个人生活与强烈的家庭责

任感联结的能力。是的，有些年轻人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在日

常中展现着勇气，具备集体生活能力，为进步不懈奋斗，同时

维系着牢固的家庭纽带。

我发现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家庭高于一切———有时甚至

超越自身存在。这种无声的奉献，这种不仅为自己更为家人前

进的意愿，深深打动了我。这是一种低调却强大的力量，我试

图通过作品去观察、理解并讲述它。

我想在书中讲述我所看到的中国，更重要的是，我所感受

到的中国。灵感在一次次重要的邂逅、深厚的友谊、交错的面

孔与无声胜有声的沉默中逐渐构建而成。

我内心中的中国是奋进的中国，来自各方并凝聚在一起

的力量共同推动着这个国家的成长。这里涌动着令人震撼的

集体性能量，它由责任感与共同向前的渴望所驱动。

在书中，我探索中国朋友对幸福的理解，并将其与西方观

念对比。两种文化中，对于幸福的定义最常见的答案通常是金

钱———它能提供舒适生活与基本需求的满足。但超越物质层

面，真正的幸福似乎另有归属。

对许多人而言，幸福也存在于人际交往与真诚交流

中———这种无形的财富只有通过真挚的接触才能获得。而我

的中国朋友还给出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答案：真正的幸福

是拥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代表未来、延续与家庭荣耀。

这是个复杂的命题，因为在中国，幸福的概念与“和谐”

密不可分：家庭和谐、社会和谐、还有自然及周遭力量的和谐。

这种理念贯穿于传统医学与孔子思想中，用当代的语言来表

述就是双脚扎根大地，同时与世界保持平衡。这是种生存智

慧，一种日常生活的哲学。

《第十三面旗》无疑是我迄今为止最为私人的作品，它并

不试图解答关于幸福的问题，而是通过一种独特的经历去勾

勒出幸福的轮廓：

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法国人，直面自己的局限，并逐渐走向

一次本质的相遇———与自我的相遇。而也许，通过他人，我们

能对人性多一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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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人物
被总统马克龙点赞的法国艺术家，写书记录自己的中国生活：

年轻人敢于梦想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那一天，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的法国艺术家苏善书

（Pierre Alivon）决定写一本书。

那是个雨天，他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忘乎所以拍

着照片，完全沉浸在雨天校园的诗意氛围里，直到一

名学生走近了自己。 一言不发地，那个年轻人递来一

双干袜子。 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鞋子早已湿光，浸

透了水的鞋底每走一步就发出令人尴尬的啪嗒声。

这个举动深深触动了他：“没有仪式感，不带任何

期待，纯粹发自内心的善意。 他淡淡微笑，仿佛这举动

理所当然———仿佛关怀他人的思想早已融入自己的

身体。 ”

当天回家，他就决定写一本记录自己中国生活的

书。 “是时候了，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年。在西方，人

们往往通过官方话语体系来看待中国，却很少看到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 而我见到的中国人，其实与世界上

很多地方的人们相似， 他们的生活也是由简单的快

乐，个人的奋斗和真挚的友谊构成的。 ”苏善书有感而

发道，“一个国家， 首先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组成的。

让人们了解这份普通却珍贵的日常，同时就是在促进

更深的理解，架起国与国之间友谊的桥梁。 ”

于是，他开始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在街头的咖啡

馆，任何能摆放一份手稿的地方，缓慢而执着地记录

着回忆和现实。八个月后，这本书终于完成。他为其取

名《第十三面旗帜》，“17 世纪满洲建立了八旗制度，奠

定了清王朝日后强盛的根基。 于是我设想了第十三面

旗， 用来象征那些低调却坚定的中国当代年轻人，他

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基石。 ”

以下为苏善书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