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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95 后”视频博主手工“复原”三星堆黄

金 面 具 、金 杖 的 视 频 走 红 网 络 。 视 频 里 ，从 选 材 配

料、锻造捶打到錾刻抛光等各项工艺流程一一展现，

蕴藏其中的工匠精神形成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振，引来

大量网友点赞，成为传统工艺美术在互联网时代创新

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我国传统工艺美术逐渐步入网络云端，

成为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网络社区平台等关注的热

点。借由新的传播媒介，传统工艺美术实现了从静态

陈列到动态演示、从工艺展示到场景体验、从守护经

典到融入生活的转变，促进了中华美学精神在新语境

中的传承与发展。

以往，传统工艺美术在展览中多以成品的形式静

态展现，见物而不见人。如今，网络视频、直播中的工

艺美术，打破时空阻隔，展现作品背后动态的工艺制

作过程，令人印象深刻。如在刺绣、木雕等传统工艺

美术直播中，不少创作者关掉滤镜、美颜，专拍手部特

写，一针一线、一刀一划在镜头中被清晰放大，拉近了

观众与传统工艺美术之间的距离。一些优质直播和

视频赢得超百万点赞。其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吸

引力，不仅在于完整还原了复杂工艺细节，更在于传

递出工艺的深层内涵。精湛技艺背后，执着专注、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迸发出直抵

人心的力量。

除了呈现工艺美术相关制作和创作过程，还有一

些手艺人通过还原工艺美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场

景，营造传统文化生活意境，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

体验。比如，李子柒视频中的竹编柳编、织布裁衣、制

陶烧瓷，与田园生活相辅相成；剪纸、刺绣、年画等工

艺美术创作，则与传统节日相应相合。由物及事、由

艺及境的讲述方式，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当下，不

少工艺美术类短视频都采用类似的叙事方式。视频

中，手艺人往往就地取材、现场制作，藤编的手镯、木

雕的花瓶、竹编的提篮等，散发着天然质朴的气息，

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反映出一种对工

艺美术本质的理解，即平凡生活中的心手相应、情感

慰藉。

传统工艺美术在互联网上的多元呈现，也使其中

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意象更加深入人心。比如工艺

美术类热播视频中，南京绒花的造型与寓意，汉服、团

扇的图案和历史，蜡染、景泰蓝的色彩及含义等，均激

起人们浓厚的探究兴趣。传统工艺美术蕴藏的文化

之美，穿过屏幕浸润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并体现在服

饰、日用、重要仪式及艺术审美之中。

“我们不希望手工艺只是被保护的对象，大家要

一起发展它”……在传统工艺美术视频和直播评论

区，一条条网友留言反映出大众对传统工艺美术发展

前 景 的 关 切 。 如 何 使 传 统 工 艺 美 术 进 一 步 焕 发 活

力？网络平台为此搭起桥梁。过去，传统工艺美术企

业往往规模较小、销售渠道有限，在市场竞争中难以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现在，借助网络视频和直播带

货，传统工艺美术的市场迅速拓展，潜在消费群体呈

几何级增长，不少年轻人也加入传承队伍，为传统工

艺美术发展注入新活力。通过与普通大众进行线上

交流互动，手艺人获得更多创作灵感，传统手工艺开

启更大创新空间。在多元阐释中，中华美学精神得到

更加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总体来看，互联网时代，信息加速、技术更迭，传

统工艺美术在新的媒介和语境中得到动态化、生活

化、多元化呈现，迎来新发展机遇。同时，传统工艺美

术蕴含的文化精神、生活理想、本质意义历久弥新，其

依然以有形之器、象征之意、精神之境，在社会中发挥

着情感维系与精神凝聚作用。借助互联网，推动传统

工艺美术进一步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有

助于激发传统工艺美术新动能。

云端工艺美术

彰显别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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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社会各领域，

智能化升级引发产业变革，互联网深度融入

百姓生活。美术工作者用心体察社会变迁、

感受时代脉动，用手中的画笔描绘数字中

国、智慧社会的万千气象，展示出绘画为时

代传神写照的视觉魅力。

网络惠民新题材

在表现互联网改变生活的主题性美术

创作中，智慧出行、移动支付和网络消费是

常见题材。

现代新技术与传统交通运输业的融合，

催生出以网约车、共享单车、网络货运等为

代表的交通运输新业态，不仅为百姓生活带

来便捷，更成为美术工作者关注的热点。比

如，马鑫中国画《共享单车》，近景处，一群青

年男女正骑着共享单车迎风向前；中景处，

一排排共享单车整齐地停放着；远景处，一

座时尚别致的现代建筑静静矗立，体现了大

都市吐故纳新的时代节奏。整幅作品采用

全景式构图，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新律动。

互联网既为交通运输市场增添了活力，

也显著提升了人们日常消费的便捷度。像

王琨中国画《智享新生活》、卢沛中国画《扫

码生活》等作品，均聚焦人们用手机扫描商

铺二维码购买蔬果的场景。移动支付的便

捷性在作品的小切口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快递业是互联网时代崛起的行业之一，

其迅猛发展同样受到美术工作者关注。王

巍中国画《时代节奏》和柳青雕塑《快递！快

递！》是生动表现这类题材的代表。面对同

一题材，创作者以多元视角切入。王巍在作

品中展示的是快递员对分拣流程的熟练、自

如，而柳青则以形象塑造传递出快递员每天

高强度工作的辛苦，其作品更富有人文关怀

和艺术温情。

数字经济新图景

智能时代，数字经济迸发活力，每个人

都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数字红利”。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一批新兴产业，正成

为广大青年施展才华的新阵地。罗小珊中

国画《互联网+创业时代》，以三联画形式将

梦想小镇、众创空间、人工智能等富有代表

性的互联网创业元素结合在一起。从航天

科技到基建工程，从虚拟现实到深海探索，

作品打破常规的群像式结构，用丰富的画面

展现出新业态为创业青年搭建起的逐梦平

台，富有时代气息。

高新技术在文旅产业的广泛应用，进一

步完善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桑建国、

张学枚等人合作的中国画《文化科技的共享

时代》，向人们展示了博物馆中由“物联网+
人工智能”搭建起的数字化云共享平台、多

媒体阅读平台等。如果说这件作品注重铺

陈互联网技术运用的具体叙事，那么黄华三

中国画《互联网时代与人工智能》则有意避

开这些叙事。画家在二维画面中以数字和

抽象语言表现科技感，以及数字化带给人们

的全新视觉体验。

农村电商加快提档升级，成为数字乡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在郭健濂、褚朱炯合作的

油画《互联网的春天——农村电商》中，一位

返乡创业女青年正在电脑前帮助村民打开

网络新销路。映入眼帘的一筐筐新鲜水果

正向电商平台的虚拟窗口汇集，它们将被物

流公司和快递小哥运送到各地。这是互联

网的春天，更是“三农”腾飞的四月天。

随着农村电商的不断发展，“直播带货”

成为农产品销售新方式。傅纪中、张晓骏合

作的油画《直播助农——协调推进城乡统筹

发展》，便展现了农村年轻人把直播间搬到

果园里的热闹场景。而李德华雕塑《直播带

货进苗寨》，则让苗寨“老村长”化身主播，大

方自信地将家乡好物推荐给手机屏幕另一

端的万千网友。在乡亲们脸上洋溢着的笑

容里，我们看到了一部小小智能手机的能

量，它正通过联结千家万户的网，将幸福美

满的康庄大道铺到田间地头。

农村电商在发展，美术工作者对农村电

商产业的表现也越来越细化、精准。正如

《直播助农——协调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等

作品对直播带货助力脱贫的细节刻画，反映

出创作者对这一新业态的认识正日趋深刻。

时代审美新视界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国家经济和百姓

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也为美术创作的繁荣带

来契机。对互联网新业态的关注，极大丰富

了美术创作的视觉呈现，一批表现互联网题

材的作品，更让美术创作闪耀新光彩。

从互联网新业态出发，寻找其在社会生

活中孕育的新动能，已成为美术创作在新时

代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其中，诸如 5G 技

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智慧城

市等互联网领域的关键词，成为当下美术创

作最前沿、最接地气的表现对象。比如，从

4G 到 5G 的升级，就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创作

内容。4G 拉开移动视频时代的序幕，大大

便捷了人们的生活，美术作品也表现了与之

相 关 的 内 容 。 比 如 ，马 帅 中 国 画《收 工 留

念》，表现了几位工人收工后用手机自拍合

影的瞬间。王比雕塑《好消息》，表现了不同

职业的劳动者使用智能手机查收好消息的

喜悦。5G 时代，可供美术工作者选择和表

现 的 题 材 更 加 丰 富 多 元 。 郑 红 梅 中 国 画

《5G 时代》中，一位短发女孩手持绘有 5G 标

志的滑板大步向前，代表着成长于互联网环

境中自信的新一代。彭秀景中国画《数码时

代》中，年轻女孩们在国际时装周现场或自

拍、或直播，侧面体现出 5G 网络的高带宽和

低时延。王莉萍中国画《5G·新视界》，以都

市摩天大楼、数字屏幕和白鹳为主要元素，

屏幕上的广告暗示着 5G 时代的到来，蓝绿

色调则体现出技术进步与生态保护相谐适

的时代底色。通过不少作品可以看到，因互

联网技术而出现的社会景观，以及由此引发

的思考，已然在美术创作中得到较为充分的

体现。

作为时代的亲历者，美术工作者以自己

的亲身体验描绘网络惠民、社会全面奔小康

的叙事主题，谱写了一首人民伟大、劳动光

荣的视觉颂歌。在不断深入生活、体察时代

的过程中，从一开始选题角度的不确定，到

对主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对互联网虚拟空

间艺术表现的生疏，到对主题性与绘画性两

者相平衡的熟稔，美术工作者自身也在创作

中因时代发展而进步，因反复锤炼而成长。

当下，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依然在不断刷

新、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体验。美术工作者在

创作中面对这些新视界所进行的角度各异、

形式多样的艺术探索，无疑是时代精神审美

凝结的最佳注脚。

（作者为《美术》杂志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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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中国画） 马 鑫

▼互联网时代与人工智能（中国画）
黄华三

▲5G·新视界（中国画） 王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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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春天——农村电商（油画） 郭健濂 褚朱炯▼扫码生活（中国画） 卢 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