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1年 2月 21日 星期日88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播种新希望
王可伟

（
六
）
如
今
过
春
节
，
年
味
儿
更
足
。
村
里
处
处

张
灯
结
彩
，
家
家
户
户
都
早
早
备
好
了
年
货
。
大
家

对
新
的
一
年
充
满
希
望
，
往
后
的
日
子
一
定
会
越
来

越
红
火
！

（
一
）
我
叫
陈
泽
申
，
是
安
徽
金
寨
县
大
湾
村

的
村
民
。
早
年
，
我
和
孙
子
相
依
为
命
，
住
在
简

陋
破
旧
的
房
子
里
，
靠
几
亩
薄
田
和
低
保
救
济
过

日
子
。

（
二
）
现
在
，
我
住
上
了
二
层
小
楼
。
楼
房
是
统

一
建
设
的
，
设
施
完
善
、
宽
敞
明
亮
。
得
益
于
政
府

补
贴
，
搬
新
家
并
没
有
太
大
经
济
负
担
。
在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的
支
持
下
，
孙
子
也
完
成
了
大
学
学
业
。

（
三
）
政
策
好
，
我
们
自
己
更
要
努
力
。
除
了
养

羊
、
种
植
中
药
材
，
我
还
主
动
报
名
参
加
村
里
举
办

的
炒
茶
培
训
班
，
凭
手
艺
找
到
了
工
作
，
有
了
稳
定

收
入
。

（
四
）
这
些
年
，
村
里
发
展
乡
村
生
态
旅
游
，
部

分
旧
房
被
改
造
成
景
点
，
一
些
新
居
被
用
作
民
宿
。

我
很
喜
欢
为
游
客
们
讲
讲
这
里
的
红
色
历
史
，
说
说

我
们
的
脱
贫
故
事
。

（
五
）
比
学
赶
超
氛
围
浓
。
出
去
打
工
的
村
民

越
来
越
少
，
大
伙
儿
都
开
始
在
家
门
口
就
业
创
业
。

管
理
茶
园
、
经
营
土
特
产
、
为
特
色
小
镇
出
谋
划
策

…
…
大
家
满
怀
信
心
共
建
美
好
家
园
。

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美术与戏曲艺术既相互借

鉴，又相得益彰。戏曲人物画，作为戏与画结合的代表，

因受到戏曲文化滋养而呈现崭新面貌，既深得大众喜爱，

亦拓展了艺术表现领域、创作观念及审美趣味，成为一种

独特、独立的艺术题材，推动了中国人物画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广收博取 源远流长

中国美术史上，对歌舞场景的描绘可以追溯至远古

时期。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中的舞蹈纹彩陶盆，生动

展现了原始先民手拉手起舞的场景。广西花山、内蒙古

阴山等地的古老岩画中，也不乏手舞足蹈的人物形象。

透过这些简单粗朴却生动率真的画面，我们仿佛能看到

原始先民载歌载舞的情景，感受到中华美学精神的“胎

动”。此后，以造型艺术语言表现歌舞、说唱、戏曲演出的

美术作品不断涌现。比如，记录乐舞百戏的汉代画像石、

画像砖，绘有歌舞伎乐的敦煌壁画，表现元杂剧演出盛况

的山西广胜寺壁画，明代陈洪绶等人创作的戏曲插图等，

均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戏曲人物画发展。清代以来，戏

曲人物画更加贴近百姓生活。色彩明艳活泼、地域风格

多样的戏曲年画，在民间广为流传，以美术的形式增强了

戏曲的教化作用和审美功能。

进入 20 世纪，林风眠、关良、叶浅予等美术名家，分

别将西方造型艺术、中国民间美术与传统文人画相结合，

探索现代戏曲人物画发展路径。围绕《霸王别姬》《白蛇

传》《武松打虎》等经典剧目，林风眠从西方表现主义绘画

中汲取养分，将其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相融，以丰

富大胆的色彩和构图语言，表现了京剧这门民族艺术独

具东方美学意蕴的形式美，赋予传统戏曲人物形象新活

力，探索出一条中西融合的现代艺术道路；关良则创新传

统水墨语言，以简练朴拙的笔墨和线条，彰显戏曲人物意

趣，为戏曲人物画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当代，戏曲人物画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相关专题展

览不断举办，各种风格、样式的戏曲人物画作品层出不

穷。一批画家在继承先辈经验的同时，不断创新艺术语

言，创作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戏曲人物画。他们或扎根民

间艺术和日常生活，从中汲取灵感；或融入漫画趣味，在

夸张与变形中表达对艺术和生活的独到见解。纵观当代

戏曲人物画创作，无不是在深刻把握戏曲艺术精髓的基

础上，从中国画、壁画、剪纸、皮影、陶瓷等艺术中淘洗、积

累创作智慧与经验，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又面貌各异的

戏曲人物佳作。

画中有戏 戏中有画

中国画与戏曲艺术，同宗同源，又各成体系；两者有

共同的审美追求，又有各自的艺术特性。作为将中国画

与戏曲相结合的表现形式，戏曲人物画画中有戏，戏中亦

有画。画里画外，戏里戏外，交织着社会万象与人生百

态，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

“虚实相生”是中国画和戏曲艺术共有的美学特征。

在戏曲表演中，关门、上马、坐船等，都有各自的程式动

作。这些动作源于生活，但不是单纯模仿生活，而是对生

活的高度提炼、夸张和美化。比如，“趟马”表演中，马为

虚，马鞭为实，一虚一实，构筑起富有想象力的艺术空

间。在戏曲舞台上，演员的形体动作，作为相对活跃的视

觉因素，与布景、服饰、妆面、道具等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

造型整体，成为“织在时空中的图画”。这种超脱灵动的

时空形态、以形写神的审美追求，与中国画创作理念不谋

而合。正是在对戏曲艺术“手眼身法步”的韵致与妙趣的

意象化捕捉中，戏曲人物画实现了艺术的二次创造，凸显

国剧与国画在审美旨趣上的内在和谐。

戏曲人物画，作为对戏曲艺术的再创造，一方面要把

握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另一方面要体现中国画的艺术

魅力，其创作重在把握“情态”，营造“意境”。只有准确把

握角色的瞬间情态，才能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戏曲

演员的一举步、一甩袖，一瞥眼、一扬眉，无不具有丰富意

涵，这就要求美术工作者对戏曲文化有深刻理解，有较强

的审美感受力。林风眠与关良都常去戏院看戏，他们均

以戏入画，与对京剧情有独钟是分不开的。资深票友关

良不仅自幼看戏，还向富连成科班老生和盖叫天学戏，拥

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言：“我想要画

好戏剧人物，自己首先必须弄清有关戏目的剧情、场次、

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性格的特征，要着意把人的精神

气质表达出来。这样，才能使画出的人物和观者息息相

通，在感情上产生共鸣。”

中国画最讲求“意境”。具体到戏曲人物画，营造意

境最关键的是，画面上的各种造型元素都要有一种相互

照应的整体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生发，构成一种符合人

物 情 态 和 画 面 表 现 所 需 要 的 情 境 ，传 达 出 独 特 的“ 戏

韵”。“老生重端方，小生宜潇洒，花脸重豪迈，丑角需灵

活，旦角崇袅娜”。这要求美术工作者将舞台上的艺术内

核，化为作品的精神追求，定格舞台上的精彩瞬间，并结

合中国画的笔墨与色彩表现，赋予其新的情感表达，使作

品构图和笔墨挥洒不囿于舞台所限，使观者能够通过画

面回味戏中精妙，感受画者巧思。

创造新样式 成就新时尚

戏曲人物画既有自身特点，又有跨界特质。在走向

现代的过程中，必然要适应时代变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画与戏，一静一动，相互生发，在融汇转化过程中，生

成很多新的艺术形态。京剧脸谱作为京剧艺术视觉体系

中极具代表性的符号，成为艺术创新的载体。有的艺术

家以工笔技法勾勒京剧脸谱，有的艺术家以雕塑语言对

脸谱中的元素进行提炼和加工，通过抽象的几何形式和

色彩构成，表现脸谱丰富的文化意蕴。近年来，新媒体艺

术迅猛发展，借助新技术，戏曲人物画也以新形态进入公

众视野。越来越多艺术家以数字艺术的方式，对传统戏

曲文化进行再解读和再演绎。有的艺术家运用动作捕捉

技术，捕捉戏曲演员的真实动作轨迹，再将其还原并渲染

至相应的虚拟人物身上。动态虚拟人物的形象虽然由简

单的点、线组成，却展现了动作的精髓，让观众在观看时

对戏曲艺术有了全新感受。在戏曲舞台上，数字媒体技

术也赋予道具、灯光、音响、服饰等新的表现形式，吸引了

不少年轻观众。

未来，戏曲人物画应在延续传统中国画文脉的同时，

在创作观念、形式语言和表现方式上有新的创造；应当适

应戏曲文化不断发展的需求，着重表达作品的精神内涵

和情感意蕴；应当广泛吸收民间艺术养分，探索创新空

间；更应当紧跟时代步伐，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

生成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创造新样式，成就新时

尚，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加多元的审美感受，在新时代的艺

术发展中绽放新的光彩。

丹青戏韵 笔墨传薪
——戏曲人物画的传统文脉与当代发展

王志纯

▼

木
瓜
果
满
树
（
油
画
）

闫

平

▲

黄
河
石
林
（
中
国
画
）

赵

卫

▲江苏省美术馆藏宋广训版画《京剧穆桂英》。

▲上海中国画院藏关良中国画《太白醉写》。

▼北京画院藏叶浅予中国画《程砚秋在舞台上》。

▼中华艺术宫藏林风眠中国画《琵琶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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