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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舞诗画节目《忆江南》成为 2022 年央视

春晚的“刷屏”之作。它带观众进入名画《富春

山居图》中畅游，林峦浑秀，烟波浩渺，画中人

物放声吟唱，渔樵耕读悠然自得。

舞剧《只此青绿》“火”到一票难求。它将

传世经典《千里江山图》搬上舞台，让“我见青

山多妩媚”有了生动具体的意象。观众随着舞

台演绎，穿越到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世界，探究

一卷山河，何以青绿千载。

北京冬奥会之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长卷

《冰嬉图》“动”了起来。三维动画“复原”了《冰

嬉图》中 160 组人物和“运动员”们的冰上动

作，由它触发的一系列文创作品为北京冬奥留

下生动印记……

收藏于博物馆中的珍稀古画，离当代普通

人的生活似乎有一些距离。然而近年来，“高

冷”古画在创意、技术与艺术的合力之下大放

异彩，不仅以更加亲切活泼的面貌走近大众文

化生活，而且接连出圈，引发现象级传播。破

解古画在今天的流量密码，将给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有益启示。

动起来，换一种古画的“打
开方式”

手握长卷，徐徐展开，仿佛置身其间，一步

一景，可观可游。这原本就是中国古代绘画特

有的“打开方式”之一，古人因而有徜徉画中山

水的“卧游”之说。今天，科技的赋能让“人在

画中游”有了无与伦比的实现可能。

登录网站“故宫名画记”，千年名作的超高

清数字影像令人大饱眼福，无限放缩功能让细

节纤毫毕见。借助数字绘景和 3D 复现技

术，一幅《秋林读书图》可以从平面变得立

体，上一秒刚跨过秋林中的潺潺溪水，下一秒

视角便已经跃升到空中，俯瞰群山巍峨。数字

副本让珍稀古画的“露面”机会越来越多，在

3D、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全息投影、交互技术

等的广泛应用下，“画游系列”成为当下沉浸式

艺术展的热门主题。你可以从船上视角跟随

音乐进入北宋繁华的河道，感受《清明上河图》

的人声鼎沸和车水马龙；也可以随着屏幕上光

影颗粒的缓缓移动，亲见《千里江山图》绘制的

细节过程，欣赏青绿山水在昼夜不同时段下的

景色变幻。

围绕古画的这些“动起来”，虽不能取代对

原作的欣赏，但无疑打开了普通人接近传统瑰

宝的通道。有人说：古画动了，世界静了。古

画所蕴含的文化富矿一经打开，悠远的历史场

景、历经岁月沉淀的色彩、饱蘸感情的笔触、娴

熟精湛的技艺，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从前慢”的

时代。还有人说：古画动了，身体里的 DNA 也

跟着动了。古人的丹青创作和今人的形式创

新两相碰撞，唤醒了观众内心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和自信。

古 画 动 起 来 ，不 仅 是 对 观 众 的“ 循 循 善

诱”，也向创作者敞开了宝贵的审美资源和文

化 资 源 。 从 特 色 鲜 明 的 国 风 插 画 ，到 以《白

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代表的动画电

影，都能看到传统艺术的滋养和对古画素材

“数据库”的大胆取用。3D 动画形式的广泛运

用，更为古画图像在现代设计领域的大展身手

提供了新的可能。

融起来，实现与传统文化
的“超链接”

打开青年国风乐团“自得琴社”的视频，看

到的是一幅静中有动的古代画卷：淡黄色的背

景有如一卷展开的宣纸，几位演奏者发髻高

绾，身着古代服饰，古琴、笛箫、大鼓、中阮，信

手弹拨吹奏，悠扬乐声从古画中流淌出来。这

一系列“古画音乐”的视频在互联网上收获数

以亿计的播放量。“古画+国风音乐”的形式是

后来才摸索出来的。最初，演奏者多是穿着白

色衣衫、坐在白色布景前演奏，效果不佳；后来

他们邀请专业团队

“复原”古风妆容与服饰，并对

背景做了调整，才呈现出今天这种似曾相识的

“古画感”。

不独“自得琴社”，“古画感”成为许多热门

国 风 舞 蹈 、诗 词 节 目 、文 物 类 综 艺 的 风 格 选

择。作为传统文化的视觉集成，古画不着一

言、气象万千，能够集纳服饰、妆容、音乐、舞

蹈、诗词等内容于一体，成为演绎传统文化的

生动场景。在时下的国风国潮中，以“画境”统

摄传统要素和当代形式，在融合性表演情境中

展现文化的古韵与新貌，已经成为一种创作趋

势。去年火出圈的舞蹈《唐宫夜宴》就伴随着

娇憨可爱的唐代女乐官的舞姿，徐徐展现《簪

花仕女图》《捣练图》《备骑出行图》等画面，舞

与画呈现有趣“互文”。

这种融合不仅是艺术形式上音、舞、诗、画

的结合，也是传统舞台艺术与电视艺术、视频

形式的结合，是文艺与数字科技的结合，是媒

介形式上的优势互补。放眼当下的传统文化

热，新技术新媒介的融合运用在其中扮演重要

角色。年轻人身着汉服游逛历史文化街的时

候，会适时举起手机进行直播；短视频网站上，

网友自发生产着海量的国风内容；动漫游戏嫁

接古画背景、民乐配乐和非遗技艺体验，也很

受用户欢迎……直播、短视频、影视综艺、文

创、文旅，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与传统文化

的“超链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也通过更

为综合的媒介形态不断“升维”。

活起来，用新讲法激发新
创造

在系列短片《此画怎讲》之前，有许多“讲”

画的方式，但这一次，画作上的人物自己开口

了。以古画《果亲王允礼像》为主题的一集，巧

借直播形式，通过“果亲王”对身边文房摆设、

身上服饰妆容的介绍，把画作元素风趣解读出

来，甚至由一盆墨兰花里的灵芝，说到兰芝竞

秀、君子之交的传统文化寓意，由画像的面容

立体、层次分明，引出清代“海西画派”将中国

传统画法和西方阴影透视相结合的知识点。

短短 5 分钟，不仅讲了画，而且画里有“话”，对

当下的古风写真热、直播热做出生动回应。

“古画会说话”和之前的“国宝会说话”类

似，意在以亲切的面貌、活泼的语态，拉近古画

与当代人的距离，让更多人感受传统与当下的

息息相通。讲述传统的方式变了，回应传统的

方式一定也会变化。传统“活”在当下、文化传

承有“我”，渐渐成为一种创作共识。越来越多

的人从传统中汲取自信和底气，热情参与文艺

众创，推动国风国潮的创意奔涌。

近几年以“文物会说话”“文物活起来”为

代表的一系列现象，让人们看到创意引领、技

术驱动下的创作活力，看到传统文化的研究和

传播相向而行，看到大众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和

能动性，这些正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动起来、融起来、活起来，只是开始；

静下来、沉下来、传承创新下去，任重道远。有

关古画的故事还有很多，有关古画的讲法还有

很多，像古画这样积淀着中华民族审美旨趣、

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的文艺样式还有很多。

传统浩浩荡荡，创造生生不息。传统文化的

新表达，不仅要讲出趣味，也要讲出深度；不仅

要讲出美来，还要讲出美背后的精神、理想与

追求；不仅要面向当代受众，讲出新的时代内

涵，还要面向世界，在更高维度上彰显中华文

化与古为新的接续创造。

当代建筑师从《富春山居图》汲取灵感，在

黄公望落笔的地方，建造了一座绵延起伏的富

春山馆。传世画作中近山远山的回环呼应，在

“建筑版”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它从画中

而来，又变成了一卷体现当代创造的画卷。传

统文化经由这样的转化，继续存在于当代世

界，继续丰富着人们的美好生活。笔笔生发、

绵延不断，这既是传统中国画的水墨精神，未

尝不映照着我们时代的文化创造创新——代

代接力，赓续向前。

题 图 人 物 剧 照 源 自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2022 年春节联欢晚会创意音舞诗画节目《忆

江南》。

制图：陈晓劲（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

让古画动起来
融起来活起来

胡妍妍

《河边流萤》这富有诗意的书名，一下子就

引发了我的兴致。这本书由百余篇短小的随

笔组成，其中既有“红旗如画”的年代记录、“岁

月走过”的心路重现，也有“海阔山遥”的风景

记怀、“为文之道”的感想阐发。从这些作品

中，能真切感知作者丰富的精神世界。

读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有一种情感上

的共鸣，作者的记录和抒发能够触动我内心深

处的琴弦。这种共鸣的产生与本书的写作特

色有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真实质朴。描写的真实，源于对现实生活

的“信”。作者写他所经历的艰苦岁月和快乐

时光，写当时人们的行为表现和心理活动，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的是白描手法，客观质

朴，没有那种刻意的文学夸张和虚构色彩。读

者能够感受到，作者是在用心来表达，是把真

情实意凝注在笔端来书写。亲人、朋友、同事

之间的关怀和帮助，离别时的惆怅和依依不

舍，分别多年后的触景生情和深切思念，这些

情意都能让读者感同身受。

简练顺达。作为一个已经出版了多本诗

集的诗人，作者谷安林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

这本随笔集也体现出文字简练而其意径达的

特点。随笔看起来好写，可以尽情抒发、随意

挥洒，但其实很考验文字功力。写得太随意，

文章就没有了魂。本书文章篇幅都不长，文字

简练，写作态度诚恳，像是在和读者促膝而谈，

随意洒脱而不失规范，娓娓道来而切中主旨。

格调高雅。这本书写的都是作者亲历亲

为的身边事、目之所及的身边景，但同样的题

材，从不同的角度看、从不同的角度写，意境是

大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作者的格局、眼界和笔

下功夫。从《河边流萤》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

对平淡的世俗生活富于哲理的思考，感受到作

者对山河草木充满诗意的联想。很多人都怀

有对诗与远方的向往，本书用一种别具特色的

方式告诉人们，现实生活中亦有诗与远方。

积极乐观。人生都会有高峰和低谷，有快

乐时光和沮丧时刻，特别是对经历丰富的人来

说，酸甜苦辣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书。

不管是写过去还是写今天，《河边流萤》传递给

读者的都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这种心态，

在作者对自然景物和大千世界的诗化描写中，

体现得尤其充分。他笔下百花盛开的广袤草

原、森林覆盖的绵延山峦、淙淙流水的山间小

溪，无不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感受。至于那抓

蝈蝈、摸鱼虾、蓝天白云、绿叶清风的童年回

忆，更是让人羡慕那份真挚的童趣。

人和人，重在情感的沟通，人和书，其实也

重在情感的沟通，因为这种沟通就是读者与作

者心的相通。就像我们读古人的书，读到会心

处，往往会有一种穿越千年之感。古今中外，

相同或相似的际遇、阅历、感受都会形成人与

人之间相通的情感和认知。困难的是，如何把

这种情感和认知精准贴切地表达出来，这就是

写作者的使命。《河边流萤》能唤起共鸣，正在

于作者对精准贴切表达的探索。当然，如果能

在一些篇章中更清楚地点明思想主题，做到

“画龙点睛”，当会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意境，也

能给予读者更多启示。

心意相通所以情感共鸣
戴焰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

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我们

新时代电影人是巨大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广

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

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

创作经历中，我对这一点感

受很深。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

台，创作者需要不断去感受时

代，体验生活，了解鲜活的人

与事。我在这一过程中愈发

感到，自己被现实里生动的中

国故事和人物形象所感动、所

召唤。2020 年，我参与了脱

贫攻坚主题电影《我和我的

家乡》创作，联合导演并出演

了“ 陕 北 篇 ”《回 乡 之 路》单

元。在剧本创作初期，我和

俞白眉导演深入陕北采风，

这一“扎”，如获至宝。中国

大地上发生着如此波澜壮阔

的故事，有这么多充满魅力、

充满情感的现实人物！这种

真实，为创作带来无穷力量。

对新时代演员来说，“信

念”植根于伟大时代，“具体”

来自无数奋斗者的故事。采

风结束后，我们很快创作出

主人公乔树林的形象，这个

角色汇集了多个深深感动我

们 的 现 实 人 物 。 他 身 上 有

“沙地苹果创始人”张炳贵的

影子。电影中的乔树林为了

让荒沙披绿、长出“金果果”，

遇到重重困难，现实中的张

炳贵历尽艰辛，通过 15 年试

种和技术改良，终于在 2018
年让苹果树大面积挂果，将

300 亩低矮稀疏的“老汉林”

荒沙梁改造成经济林园。他

身上有陕北一代代治沙人的

影子，我们从“七一勋章”获

得者石光银、治沙模范郭成旺、全国治沙英雄牛玉琴等前

辈身上，提炼出人物坚韧不拔的毅力——生活在沙漠边，

一代又一代用扎草方格等方式，以巨大的勇气、高远的志

向，完成毛乌素沙漠变绿洲的壮举。他身上还有那些默

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的影子。采风时，我们被一位到大

山里支教的女教师深深感动。她在说到“我在这，不能

走”时落泪了，为了娃娃们，为了下一代，为了家乡，她最

终选择留下来。

后来，我们请所有这些可爱、可敬的原型人物来到现

场，客串影片最后一场戏“沙里沟中学校庆”，和主人公一

起接受观众发自内心的喝彩。我想，乔树林不是一个人，

他是脱贫攻坚壮举中千千万万辛勤付出的可爱的人们，

所以他有着植根大地的深沉力量，这力量也能传递给表

演者。

塑造好中国形象，还要深深望向历史。电影《金刚

川》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故事，

我在其中饰演步兵连长高福来。有一个情节是战士们

没有任务，现场很安静，高福来双眼看向前方，他蓦地回

身一看，漫山遍野的战士，都是那么年轻，那么可爱。年

轻的他们离开家乡，背起行囊，拿着有限的枪支弹药，毅

然奔赴战场。我意识到志愿军战士也是像我们一样的血

肉之躯，为了祖国和人民，用鲜血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

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值得我们用电影作品讲

述好。

在这部电影里，高福来的最后一组镜头，是被敌军轰

炸而壮烈牺牲的画面。为了演绎好，剧组工作人员在地

上挖了一个洞，把我的下半身埋在里面。埋进洞里的时

候，我看着眼前那座战士们誓死保卫的桥，看着在水里英

勇战斗的战士们，一刹那，我被高福来这一人物带到了历

史现场，从内心变成一名真正的战士。可以说，这些最可

爱的人的真实故事，成为我们表演最重要的养分来源。

作为一名演员、导演，要完成好伟大时代布置给我们

的“作业”，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将继续扎根中国大

地，用情用力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

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电影作品，塑造好

鲜活、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作者为电影演员、导演）

用
心
演
绎
奋
斗
者
的
故
事

邓

超

动起来、融起来、活起
来，只是开始；静下来、沉下
来、传承创新下去，任重道
远。不仅要面向当代受众，
讲出新的时代内涵，还要面
向世界，在更高维度上彰显
中华文化与古为新的接续
创造

中国大地上发生着如此波澜壮阔
的故事，有这么多充满魅力、充满情感
的现实人物！这种真实，为创作带来无
穷力量

《河边流萤》：谷安林著；中共党史

出版社出版。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