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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安德鲁的

“沂蒙情结”
初冬的一个早晨，我踏过青石板路，转过街

角，走进裸露着水泥原色的带有长方窗口的门
廊，拐进一个极简而又典雅的小院。这是我第二
次走进保罗与娜蒂之家。

第一次踏进这个家居式艺术馆，还是今年
夏天。

应朋友之约，我们一行十余人去了沂源县鲁
村镇刘家坡村，这个曾经是光坡、光石、光棍的

“三光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满村的老房子中
间，突兀地矗立起一座李怀杰艺术馆，一问，原来
刘家坡被纳入了“沂河源田园综合体”，七村联
动，打造村民共同富裕的美丽乡村。“沂河源田园
综合体”的中心在龙子峪村龙子湖畔桃花岛，那
里对外开放的各类艺术馆已达20多个。怀着极
大的好奇，我们赶到龙子峪，走马观花地参观了
刘玉堂文学馆、“时间之花”、编织系结等艺术馆，
其中包括保罗与娜蒂之家。

现在，我二番进入这个艺术馆，桌面上摆放
着绘画作品草图和《保罗·安德鲁建筑回忆录》

《保罗·安德鲁的北京国家大剧院》《保罗·安德
鲁》《保罗·安德鲁的建筑世界》《记忆的群岛》等
专著，书架上、白墙上悬挂着人物照片，气氛舒适
温馨，好像保罗·安德鲁正坐在哪个房间的圈椅
上品尝家乡波尔多的葡萄酒……但事实上，保
罗·安德鲁已于4年前辞世，但人们却永远记住了
这位著名法国建筑师的“沂蒙情结”。

三
2016年，78岁高龄的保罗·安德鲁来到沂源桃花岛

成立工作室，担起桃花岛“艺术活化乡村”总设计师的
角色，将他的艺术视角延伸到中国乡村艺术项目，耗时
两年，走遍沂河源田园综合体曾经有5个村是省级贫困
村的7个村庄，结合自然、天文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
代艺术创作的精髓，为桃花岛沂河源国际艺术集聚区
进行了精心规划和布局。“桃花岛不仅仅是一座岛，它
承载了一方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单纯的一方小
岛是无法满足的，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就要向
周边发展。”他扎根沂源小山村，道路、交通，都整体进
行设计。保罗·安德鲁几易其稿，将自己对中国乡村的
爱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体现在作品里。2017年6月5日，
在龙子峪村桃花岛，国际公益学院、北京东方君公益基
金会、中法文化艺术研究专项基金与保罗·安德鲁先生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北京东方君公益基金会会长董
方军先生本着公益目的，出资在山东沂源县桃花岛建
设具有世界水准的“艺术活化乡村”示范基地，共同打
造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社区典范。保罗·安德鲁先生成
为第一位签约加盟创作的国际大师。

他说，我一生忙于城市建筑，我要把最后一个作品
献给中国的农民。2018年10月初，最后一次来华的安
德鲁先生与山东龙子峪项目的团队进行了深入交流，
正式转交了厚厚的五本设计方案。一周以后（法国当
地时间10月11日），保罗·安德鲁在法国巴黎去世。在
巴黎最为知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保罗·安德鲁的夫人
娜蒂女士亲致悼词：“他热爱生命、光、巴赫和布拉森
斯、树木、葡萄酒、波尔多天空的浮云、宏伟的景色、中
国、黑和红、爱。”她说，安德鲁是个自由的人，他建筑他
的梦想，他活得很极致，充分享受生活，活他想要的生
活。直到他的身体将背叛他、人生要改变的时刻，他离
开了。“戴高乐机场、中国国家大剧院以及在中国和其
他地方伟大的建筑之后，现在他献身于通过艺术与文
化提升山东桃花岛价值的项目中。”沂河源田园综合体
成为了这位老人艺术人生中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农
村体裁的作品。其中，他精心设计了标志性建筑“墨”
和“观天台”以及“沉思之路”，是他一生中唯一也是最
后在乡村中国设计的伟大艺术品，是这位著名跨界艺
术大师的收官之作。

2019年10月18日，保罗·安德鲁去世一周年的日
子，他的45幅画作运抵沂河源桃花岛，不久将在龙子峪
村的保罗·安德鲁纪念馆展出。

保罗·安德鲁也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文化符号。
诚如董方军所说，在沂源县鲁村镇的美丽乡村建

设上，集聚了保罗·安德鲁、福武总一郎等国内外知名
艺术家，通过围绕桃花岛、龙子峪两个主核心区和刘家
坡次核心区，以艺术活化乡村，实施了桃花岛扩建提升
等工程，并建成李怀杰艺术馆、李心田文学馆、刘玉堂
文学馆、“时间之花”等场馆，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纷
纷在此“落户”，形成一个独具特色、很有格调的文旅产
品，不光是旅游旺季，就是平时的周末也能吸引四面八
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不仅所有的贫困村脱贫致富，步
入乡村振兴，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千年以来没有
过的变化。

四
2020年10月21日，保罗的夫人娜蒂带领团队来到

桃花岛，按照保罗的遗愿继续完成后续工作。在参观
过刘玉堂文学馆及李心田文学馆后，娜蒂夫人憧憬地
说：“倘若也能建造一个保罗之家该多好！”董方军先生
说：“我们不建保罗之家。”娜蒂夫人表情有些错愕，瞬
时，董方军先生接着说，“我要建一个保罗与娜蒂之
家！”娜蒂夫人听完，竟然像孩子一样高兴得跳了起来。
她亲自挑选了地点，并一起参与设计，与村民们一起完
成了“保罗与娜蒂之家”，让保罗·安德鲁的精神永远留
在了他生前挚爱的这片土地上。

保罗与娜蒂之家里，会客厅设计兼顾保罗先生的
深沉和娜蒂女士的活泼，5只200年历史的镶螺钿海黄
西式座椅浪漫气息浓厚；卧室则全面仿照了他们在法
国的家；工作室也真实复原了保罗先生于法国家中工
作的情形，同时展示了保罗先生遗存于世的44部作品
与规划。一幅硕大的“墨”效果图高悬在一整面墙体的
中央，那是安德鲁留给沂河源的标志性建筑物设计之
一。据悉，目前项目前期工作已近尾声，来年春天桃花
盛开的季节，这个叫做“墨”的集艺术展陈、休闲娱乐、
高端民宿于一体的艺术群落组合体将开始矗立在黑山
之巅。睹物思人，人们倍加想念这位为中国乡村振兴
作出贡献的可敬的法国艺术大家。

五
保罗·安德鲁，从法国西南部小城走向世界，却把

精神生命的尽头放在了沂蒙山，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
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保罗·安德鲁留下过一笔弥足珍贵
的文化遗产……

一
保罗·安德鲁著名到什么程度？他在巴黎机

场集团工作了近40年，一生设计了法国和世界各
地20多个国际机场，他29岁时就设计了戴高乐
机场。他负责建造的拉德芳斯新凯旋门成为巴
黎商业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保罗·安德鲁在其
建筑师职业生涯中斩获众多奖项，其中包括
1977年法国国家建筑大奖、1995年阿卡汗建筑
大奖和2006年的国际建筑协会颁发的水晶球终
身事业奖。

安德鲁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地标式建筑，无疑
是2007年9月正式亮相的国家大剧院。

这个漂浮于水面上半玻璃半钛合金覆盖的
椭圆形建筑物，在竣工多年以后还是人们纷纷议
论的焦点。安德鲁曾经有10年时间无数次进入
自己设计的大剧院，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作为一
个普通观众而非设计者亲临现场观看演出，每一
次都充满新奇。没有人知道这个满头卷曲白发
的老人就是这座大剧院的设计者，而听见观众对
每一个设计细节啧啧称奇，他的内心又高兴，又
轻松。安德鲁说，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我希
望所建造的歌剧院能够成为人们保存美丽记忆
的一片岛屿。“我比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它当作蛋，从外观看剧院的
穹顶像个‘蛋壳’，而‘蛋壳’里面就是‘蛋黄’，是
进出大剧院的观众们，象征着不断孕育的新生
命。”

其实，在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之前，他已经
获得过好几个施展拳脚的机会。济南文化中心、
上海浦东机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太原考古博
物馆、新成都行政管理中心，都是他的杰作。因
为济南文化中心的设计建设，保罗·安德鲁还荣
膺过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齐鲁友谊奖。如果
说国家大剧院是一只“恐龙蛋”，那么在济南文化
中心，保罗·安德鲁已经下过三只“鸭蛋”。

二
安德鲁是一位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工程师，

更是一位诗人、作家、画家、艺术家，还是法国人
民的友好使者。在中法文化交流中，保罗·安德
鲁在中国度过了20多年的时间。2011年他在上
海举办了第一个展览“探索——— 保罗·安德鲁个
人艺术展”。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安
德鲁入选《中法建交50年50人》。2016年5月，由
欧美同学会主办的首届“中法文化论坛”在人民
大会堂举办开幕仪式，安德鲁作为重要嘉宾作主
旨演讲。

就是这次演讲，让安德鲁与沂蒙结下不解
之缘。

2009年，博士毕业的董方军在金融领域卓
有建树，成为坐拥上亿资产的东方汇泉金融控股
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还建立了北京东方君公益
基金会。之后，董方军加入了由沃伦·巴菲特和
比尔·盖茨夫妇共同发起的“捐赠誓言”全球倡议
行动，承诺将半数以上资产捐给公益事业，成为
一位名副其实的慈善家。在这个慈善平台上，董
方军结识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慈善家，其中
包括法国的保罗·安德鲁、日本的福武总一郎等。
5年前，从鲁村镇龙子峪村走出去的董方军带资
本返乡，与沂源县委、县政府共同启动建设沂河
源田园综合体项目，计划总投资近6亿元，描绘沂
蒙老区的“桃源山居图”。

在首届“中法文化论坛”人民大会堂开幕仪
式上，安德鲁说，我不仅喜欢设计机场，也不仅是
喜欢设计剧院，更希望把这些才华奉献给中国的
农村，像自己的家乡法国波尔多一样，想建一些
作品留在中国的田野里、乡村里。

听到这个讲话，董方军马上和安德鲁对接，
说，山东沂源这里就有一张白纸，地理偏僻的原
因滞后了这里的经济发展，却意外保留下一片原
汁原味的村野山居，请你来绘制一幅幅美丽的画
卷吧！结果一拍即合，安德鲁十分愿意把他的艺
术才华献给中国的乡村振兴。

当年，董方军邀请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保
罗·安德鲁来到沂源县鲁村镇龙子峪村。一则当
年的新闻报道里这样说：“当保罗·安德鲁站上龙
子峪村的石头胡同，手掌轻抚斑驳的土坯泥墙，
那双阅尽世间美好的眼睛缓缓合上，保罗·安德
鲁陶醉了。”安德鲁说：“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中
国，我们文化的根基都是在乡村。可是人们把更
多的目光投向了城市。我们应该返回来关注乡
村，幸运的是，乡村都还在，我们还有机会重新找
回它。”

保罗·安德鲁

位于沂河源龙子峪的保罗与娜蒂之家

保罗为沂河源田园综合体设计的“墨”

□ 刘培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