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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

振兴的意见》，强调要培育

乡村工匠，带动发展乡村

特色手工业。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

《意见》为乡村传统手工艺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

遇和崭新天地。如何重塑

乡村传统手工艺价值？值

得思考。

传统手工艺是乡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

村文化的有力支撑。随着

时代发展，乡村传统手工

艺与当代生活渐行渐远。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一些投身社会实践的

设计者重新认识到，村与

民是共生关系，应从根本

上 让 村 民 产 生 文 化 认 同

感、激发乡村内生活力；乡

村传统手工艺恰恰是连接

村与民的一根感情线、文

化线。所以，越来越多的

设计者开始重新认识乡村

传统手工艺的价值，并将

其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

推动乡村传统手工艺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

生新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体

验 ，拓 宽 了 村 民 增 收 渠

道，进而形成一股主动兴

村 、自 主 兴 村 、持 续 兴 村

的力量。

激活乡村传统手工艺

“再生”能力的根本在于因

地制宜，涉足当代生活需

求。实践中，设计者从乡

村 传 统 手 工 艺 蕴 含 的 精

神、文化、技术、故事等方

面寻找创新点，借助不同

设 计 与 传 统 手 工 艺 的 融

合 ，生 成 多 元 路 径 ，创 造

出 时 尚 单 品 、公 共 作 品 、

共享空间、体验项目等丰

富的价值载体，使传统手

工艺兼具社会价值与商业

价值。

一些设计者将传统手

工艺与文创设计融合，运

用“ 单 技 艺 + 多 需 求 ”和

“多技艺结合+多需求”模

式 ，打 造 乡 村 文 化 伴 手

礼。伴手礼以实用产品为

主，以纯装饰产品为辅，在“物技相融”中充分展现工

艺特色和温度，同时彰显传统手工艺中精神、文化、

思维等非可视化内容。如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晴隆县定汪村，设计师与村民一起运用布

依蜡染、彩绣，设计制作了兼具民族风、现代感、精致

度和实用性的厨房四件套、茶席组件、背包挎包、儿

童玩偶等，并在线上线下销售，受到人们欢迎。

一些设计者将传统手工艺与装置设计融合，构

建乡村新艺术景观，突破了传统手工艺只能被用于

生产生活用品的固有认知。从本地文化中“生长”出

的抢眼球、易互动、悦身心的艺术景观，有效促进了

乡村旅游发展。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葛家村，村

民葛国青用 48 根镂空毛竹创作的、占地 45 平方米的

大型竹艺灯“葛家之光”，成为“网红”打卡景观，促进

了本村的文旅融合。

实现乡村特色手工业发展，还需要设计者将传

统手工艺与共享设计融合。与城市居住空间不同，

乡村家庭空间更开放、更广阔。将家中闲置空间，改

造为借助传统手工艺设计的时尚产品展销共享空

间，既可以丰富乡村景观层次，又能促进传统手工艺

持续转化。

新乡村，必然要有新的宜居环境。各具特色的

乡村公共设施是构建宜居环境、彰显乡村文化特色

的重要载体。一些设计者将传统手工艺融入公共设

计，以村民的公共需求、行为习惯、文化习俗等为基

础，引导村民运用传统技艺建设和改造出一批“看着

养眼、用着舒心”的公共设施。像葛家村中的“葛家

椅”“趣玩吧”“千年画廊”等，是对该村传承几百年的

垒石技艺的创新运用。在这里，传统技艺与公共设

计相得益彰，尽显乡村现代风情。

还有一些地方建起传统手工艺研学馆，运用体

验设计思维，将传统手工艺创造过程以有趣的形式

向观众清晰展现，使其参与创作，成为一种“用手思

考”的乡土文化转化和传播方式。如浙江省宁波市

鄞州区城杨村村民俞振飞开设的“盎然知竹馆”，便

为观众开设了学习剖竹编篾技艺的菜单式体验课

程，引来许多人参与。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振兴乡村经济、

改善乡村面貌，更要提振乡土精神。乡村传统手工

艺是乡土精神的重要载体，有效实现其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使其融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既可以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生长点，更能够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春风化雨般浸润村

民心灵，为乡村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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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文字和图像，共同承载着历史。其中，作为

中国图像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绘画，尤其是历史人物

画，不仅生动表现历史，更凝聚文化精神，在时代变迁中

不断创新样式、丰富内涵。

丰富多元的形象谱系

中国传统绘画主要分为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三

大门类。其中，人物画是成熟最早的画科，有着丰厚的

历史内涵、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语言。

中华文明长河中的历史人物，是历朝历代人物画表

现的主体，其形象在中国绘画史上代代相传、不断丰

富。像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之作，《女史箴图》《列女仁智

图》，让人们在欣赏那个时代的女性形象和生活情景的

同时，了解到一些变化——从单纯注重人的内在品德，

转向对人的风神仪表的关注，绘画开始表现女性美，历

史人物画也具有了审美与社会的双重属性；《洛神赋图》

依托文学名篇展开想象和创造，陈思王曹植形象尽显魏

晋风度，诗意盎然的艺术表达，标志着人物画由此进入

审美新境。像孔子、老子等历史人物，在汉壁画、唐宋绘

画中都是常见人物形象。传为唐代吴道子所作的《先师

孔子行教像》中，孔子雍容大度、谦卑有礼，透出圣人智

慧；宋代马远《孔子像》中，孔子身着长袍，拱手而立，沉

静肃穆……整体来看，早期历史人物画便不仅仅满足于

外形的肖似，还重在塑造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论画》

《魏晋胜流画赞》等画论的出现，奠定了中国人物画创作

的传统。

随着社会演进与艺术发展，历史人物画题材逐渐拓

宽，从以描绘历史故事为主，转向历史故事、高士仕女、

民风民俗等多种题材创作齐头并进。历史故事题材作

品，以历史事件或文学故事为主，如宋代李唐《采薇图》，

描绘了商末伯夷、叔齐宁肯饿死山中，也不食周粟的故

事，简劲爽利的用笔，生动刻画出人物刚正的性格；金代

张瑀《文姬归汉图》，以错落、疏密有致的人物安排，表现

塞外朔风凛冽的环境，真切描绘了文姬长途跋涉的情

景；明代商喜《关羽擒将图》，则描绘了三国时期关羽

水淹七军、活捉敌将庞德的故事。高士仕女题材作品，

主要描绘文人雅士及女性形象，如明代马轼、李在、夏

芷创作的《归去来兮图》，还原了陶渊明超逸洒脱的精神

世界。之后，高士图、仕女画发展成独立的绘画题材，

丰富了人物画表现形式，充实了人物画精神内涵。风俗

画以描绘和记录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主要内容，成熟

较晚，从人物画角度看，具有代表性的有宋代苏汉臣《货

郎图》等。

这些历史人物画，或取材于典籍掌故，或源于同时

代的社会生活，或出自文学作品，均被赋予时代审美、文

化精神和艺术家的个体思考，不仅展现出人物的风神气

度，也使不同类型的人物画各显所长，一同构成传统人

物画丰富多元的形象谱系，实现文学与艺术、理想与现

实的互融共进。

一脉相承的艺术创造

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是中国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历史人物画莫不如是。

早期历史人物画多“以形写神”，形成以线造型、突

出人物、虚化背景等特有的表现手法。之后，历史人物

画创作被注入一些理想化的要求，强化了贯穿历史人物

画创作的“成教化，助人伦”之社会功能。

在技法上，早期历史人物画也为后世留下创作范

式。用线方面，中国画“描法古今一十八等”，被广泛用

于历史人物画创作。“十八描”以精妙表现物象和传达美

感为根本，各具特色。其中，秀劲的“高古游丝描”最受

推崇，被视为中国画线描艺术的精髓，代代传承。至盛

唐，吴道子在继承“高古游丝描”的基础上，创“兰叶描”，

用笔顿挫有致、笔力雄健、气势如虹，世誉“吴带当风”，

线描艺术从此更具节奏感和韵律感。艺术形式和艺术

风格方面，严谨的工笔、潇洒的写意、素朴的白描等，在

历史人物画创作中相辅相成，以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塑

造生动的人物形象，营造鲜活的历史情境。

古代历史人物画蕴涵的中华美学精神，也深深影响

了后世艺术家的创作。傅抱石笔下的屈原像，便参照了

明代陈洪绶《屈子行吟图》中屈原那卓荦不群、遗世独立

的悲愤神貌；他的湘夫人画像，也是由东晋顾恺之《洛神

赋图》中洛神的形象转化而来，但传统的铁线描、高古游

丝描与他自创的破笔散锋等多种笔法融为一体，古雅又

不失现代浪漫气息。又如，明代杜堇《题竹图》中的苏东

坡，是张大千所画古意盎然之东坡的原型。电视剧《红

楼梦》挑选林黛玉的扮演者时，剧组也在一定程度上参

照了清代改琦《红楼梦图咏》中林黛玉的形象。古人与

今人创作的历史人物画，人物的精神气韵一脉相承，都

带有历史气息，但又因融入了作者新的艺术创造，彰显

鲜明的时代风格和艺术个性。

熔古铸今的创新发展

进入 20 世纪，历史人物画再绽异彩，写实风格盛行

并成为主流。

在中国画领域，诞生了蒋兆和《杜甫》等一批优秀作

品。这些作品不仅探索了新的艺术形式，其所蕴含的精

神和理想，更体现了美术工作者对历史人物的现实思

考。在油画、雕塑、版画等领域，创作者充分发挥材料优

长，不断融入中华美学精神，创作了一系列民族风格浓

郁的历史人物画。如徐悲鸿油画《田横五百士》，在日寇

横行中华大地时，以秦朝末年起义领袖田横与五百壮士

诀别的场景，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朱乃正油画《国魂

——屈原颂》，着眼“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的场

景描绘，展开精神刻画。画面中，光雾朦胧，屈原的形象

在汨罗江落日余晖的辉映下，呈升腾之势，表达着对爱

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赞颂。同为经典之作的靳尚谊油

画《八大山人》，色彩含蓄淡雅，构图上采用中国画常用

的留白手法。身着一袭淡青色长袍、头梳发髻的主人

公，独坐在河岸边静思。无论是主人公长袍的衣褶，还

是其身后蜿蜒的河岸，作者均借鉴了中国画的手法，将

西方古典油画技法与中国画笔墨、东方审美相结合，创

造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油画新风格。

21 世纪以来，伴随国家组织实施多个大型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历史人物画创作再次掀起高潮。如

何立足中国艺术传统，用中国艺术思维和语言进行新

时代的历史人物画创造，成为美术工作者面临的新课

题。作为中华文明长卷式的展现，于 2016 年底完成评

审验收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汇集国

内老中青三代优秀美术工作者，146 件（套）作品标记了

中国美术在历史题材创作上的新高度。不少作品在历

史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形式创新和精神境界开拓上取

得新突破。

冯远中国画《屈原与楚辞》，以中国传统绘画的时

空观，将历史现实中的屈原和文学作品中的屈原结合

起 来 ，着 重 表 现 屈 原 忧 国 忧 民 的 爱 国 精 神 和 高 尚 品

质，以及《离骚》百转千回、瑰玮富丽的浪漫主义风格；

吴为山雕塑《老子与〈道德经〉》，将传统写意精神融入

创 作 ，通 过 形 体 塑 造 ，巧 妙 展 现 出 老 子 的“ 虚 怀 若

谷”……

作为时代视域中的历史叙事，历史人物画创作在今

天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表现在语言形式上，

还体现在精神刻画与价值呈现中。未来，它们将成为传

统的一部分，为中国艺术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

历史人物画：凝聚文化精神
林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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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和中国画《杜甫》。

▲徐悲鸿油画《田横五百士》。

▲靳尚谊油画《八大山人》。

▼冯远中国画《屈原与楚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