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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

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

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

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

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

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

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

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

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

人民奋斗的征程中。”作

为 一 名 电 视 文 艺 工 作

者，我备受鼓舞。

古人说：“文者，贯

道之器也。”我们的文艺

创作要守正创新，不仅

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

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根

脉 。 我 从 小 受 父 亲 影

响 ，格 外 喜 欢 历 史 、文

学 、戏 剧 和 古 典 音 乐 。

出于对文艺的热爱，我

成为一名主持人。很多

观众认识我，是因为上

世 纪 80 年 代 上 海 电 视

台的节目《诗与画》。这

是一档文化节目，每天

10 分 钟 ，一 幅 画 、一 首

诗。于是，每月背诵唐

诗宋词 30 首，成了我主

持《诗与画》的必修课，

也为我在文化修养上打

下一点基础。

在 开 办 近 20 年 的

访 谈 节 目《可 凡 倾 听》

中，我有时会专门访谈

老艺术家，这些前辈的

思 想 ，今 天 依 然 闪 光 。

我 记 得 2004 年 余 光 中

做客《可凡倾听》时说：

“只要心中有中国的历

史和文化，那无论身在

天涯海角，那个地方就

是中国。”这让我感触颇

深。我亦曾与金庸倾心

交谈，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印刻着中国文人的

风骨气节、家国情怀。我们回溯传统文化，是为了知

晓自己根在何处，知晓民族的情感审美及文化价值来

自何方。受访者中有不少文化名家，他们朴实生动的

言语，给人极大的鼓舞和安慰。这些充满温情、人文

和爱的中国故事，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

彰显出中国人的精神风采。

如果说《可凡倾听》是为了解读现当代文化大家的

传承故事，那么今年新推出的经典文本围读节目《斯文

江南》则是从文化宝库中采撷智慧果实。“文以载道”，

文字与文字之间、先贤与先贤之间，可以同代、隔代地

唱和，这也是《斯文江南》创作的初衷。让范仲淹遇上

顾炎武，共诉家国天下的忧乐观；让巴金遇上萧红，共

谱文艺的家国志……这是我从业以来案头准备时间最

长的节目，3 个月间翻阅了近 500 万字资料。在阅读与

创作中品味文化先贤的诗文，体悟前辈所思所感，让我

深深感受到中国文化生机绵延，这是文艺工作者取之

不尽的创作宝库。

如今，我从事文艺工作已经 30 余年，亲眼见证我

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我目睹“国潮”兴起，传统文化

日益受到重视，观众对文化节目的接受度也逐渐提

高。不论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传统二十四节气的现

代表达，还是由王希孟画作《千里江山图》改编的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都让人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创新的魅力，人们的文化自信油然而生。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

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立德

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作

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深感重任在肩，深感要不断加

强文化修养、知识储备、思想淬炼，洞悉生活与时代；

要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雅俗共赏、面向未来

的优秀文艺作品。只有将自己的心、情、思放到创造

中去，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经得住时

间考验的好作品。

（作者为上海东方卫视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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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守德著《梦见：周振天创作艺术论》（作

家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梦见》），是一部接近

评传的作家论。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编剧，

周振天创作出多部影响广泛的文学与影视作

品。《梦见》在回顾周振天创作全貌的同时，力

求观察文艺流变，探索艺术规律，凝结了作者

丰富独到的艺术思考。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所有艺术果实都是生

活的馈赠。周振天是一位有着独特生活经历

的军旅作家，《梦见》一书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在海军某潜艇的工作经历，带给周振天心灵上

的震撼。潜艇出海前，官兵们留下遗书，以防

意外；出海期间，处于潜航状态的舱室既狭小

又没有阳光和新鲜空气——岗位再艰苦再危

险，也总有人坚守。战士们的勇气、韧性、不屈

和乐观深深地打动了周振天。这一切，不仅成

为他创作电影《蓝鲸紧急出动》、话剧《天边有

群男子汉》、电视剧《潮起潮落》等作品的素材，

更坚定了他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

《梦见》在回顾周振天创作成绩的同时，尤为

赞赏他积极回应时代召唤，以不变的热忱叩响时

代“回音壁”的担当。周振天始终不忘为谁写作、

为什么写作。书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是为了不

忘初心，记住来时路。电视剧《李大钊》表现李大

钊革命精神的同时，也展现其学识渊博等侧面；

《上将洪学智》将传奇与纪实相结合，生动呈现这

位共和国上将的革命信念和情感世界。

周振天书写军旅题材，塑造一系列海军人

物形象谱系，是为了阐释军魂，赞颂奉献精神，

发挥军事题材作品独有的美学魅力。电视剧

《潮起潮落》表现了几代海军官兵的闪光业绩、

崇高理想；《驱逐舰舰长》塑造了军旅新人形

象；《牧云的男人》将目光投向海军航空兵；《蓝

鲸紧急出动》展示海军在极端条件下执行特殊

任务，不怕牺牲守海疆的精神。这些人物不断

拓深周振天对英雄主题的认识。周振天认为，

优秀作品要有“嚼头”而不是有“噱头”。在开

掘人物英雄性的过程中，周振天规避了人物塑

造的扁平化，注重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比

如，话剧《天边有群男子汉》就注重在矛盾中多

层次地刻画当代军人心理。

作为作家，周振天始终走在创新的路上。

他的作品不仅题材丰富，体裁也非常多样。历

史传奇剧《神医喜来乐》《小站风云》《闯天下》

《楼外楼》等，或讲述家国故事，或展现民族历

史，受到观众喜爱。影视剧之外，长篇小说《玉

碎》出版后获得好评，并被改编为电视剧，音乐

剧《赤道雨》也被搬上舞台。他还担任多部电

视专题片如《壮士行》《香港沧桑》《北上先锋》

撰稿或总编导；在广受好评的影视剧《为了新

中国前进》《红海行动》《新敌后武工队》等作品

中担任文学总监、策划或艺术顾问；在电视剧

《我的故乡晋察冀》《我的青春在延安》等作品

中，倡导红色题材“青春化”。

当下文艺批评不乏作品论，也不乏文艺史

论，但较少作家论。《梦见》的出版令人眼前一

亮。面对这样一位创作上的“多面手”，本书作

者认真研读周振天在戏剧、电影、电视剧、电视

专题片、文学等不同文艺领域的主要作品，对

创作者数十年来的创作做出系统梳理和评论，

准确指出每部作品的独特价值和突破所在，同

时剖析部分作品的不足，体现了文艺批评的独

立品格。扎实的案头功夫和面壁功深的理论

积淀令人印象深刻。

观创作全貌 探艺术规律
范咏戈

在阅读与创作中品味文化先贤
的诗文，体悟前辈所思所感，让我深
深感受到中国文化生机绵延，这是文
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的创作宝库

在修旧如旧的江南古镇旅行，买几件国

风文创当伴手礼；在雪后故宫，身着传统服装

拍照留念；在城市广场大街，穿上国产潮牌彰

显个性；在温馨的小家里，用“新中式”家具装

点美好生活……这些充满时尚感的生活场

景，都离不开国潮设计。

大到建筑家居，小到一盏灯、一支笔，国

潮设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时尚

连接，借鉴传统形制、美学或技艺，融入当下

科技和设计语言，创造出琳琅满目的国潮产

品。它们不仅是实用物品，更是内涵丰富的

文化产品，讲述着动人的中国故事，让人们受

到传统文化和审美的熏陶。

时尚设计萃取传统智慧

笔走龙蛇、行云流水、颜筋柳骨、铁画银

钩……今天的互联网页面、电影海报和各类

产品包装设计中，人们可以随时领略汉字之

美。一些国潮服装上，经过设计的汉字醒目

突出，有画龙点睛之效。不同字体、不同风格

的汉字被设计成“中国风”的代表元素。设计

者 挖 掘 中 国 书 法 审 美 特 点 ，进 行 创 造 性 转

化。比如，电脑字库对颜体楷书的重新设计，

就通过调整间架结构、笔画间距、横竖比例、

粗细大小等细节，使其更适合如今的横向阅

读和电子显示需要。书法之美走进数码世

界，好看又好用。不少人换新手机，首先就要

换一个喜欢的字体。古老如甲骨文，也成为

国潮文创的“资源库”，不仅有甲骨文丝巾、手

绘本、T 恤衫、电脑包等实物产品，还有社交

软件表情包、“甲骨文名字绘”等互动新媒体

产品。

除了具象的汉字，国潮设计还对传统色

彩进行开掘和利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会

徽，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册上深深钤上彤

红的中国印。如今，“中国红”已成为时尚潮

流，无论服饰美妆，还是挂饰摆件，一抹中国

红寓意着端庄、吉祥。不少餐具、服装、家居

用品甚至 U 盘、耳机、手机、键盘等电子产品，

巧妙地借用了青花瓷色彩之美。海棠红、茶

白、杏黄、柏枝绿、黛蓝、赭石等许多典雅色

彩，也在美妆等产品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

细心的人会发现，国潮里的色彩，蕴藏着

中国传统色彩美学。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色彩系统分为 5 种主色、5 种间色、3 种

辅助色，源于对自然四时、二十四节气等中国

传统文化的理解。设计者恰当的运用，不仅

传达出包容和谐的审美旨趣，还包含了因地

制宜的匠心和绿色发展理念。在瓷器、丝巾

等文创产品和服饰中受到青睐的青绿色，也

蕴含着对古代绘画山水意境的遥相呼应，晕

染出青绿千载、山河无垠之感。

国潮设计，让物品“说”出了璀璨的中国

古代物质文明。天马行空的时尚设计，绵延

着 古 老 的 文 化 根 脉 ，凝 结 着 中 华 智 慧 的 光

彩，在传承与创新中充满魅力。取材安吉淡

竹，用古法劈清、蒸煮、晾晒、拉丝后与现代

工艺结合的油纸伞；寻访苏州老手艺人，创

新研发、远销海外的团扇……文化根脉赠予

设计者丰富的宝库，让设计有了依据，让灵

感有了来源。循着这条路径，国潮设计营造

了富于民族特色和时代新风的生活境界，彰

显着深厚悠长的文化意蕴。

古今融合淬炼生活美学

国潮设计流行起来了。创新设计后的颐

和园粤绣屏风《百鸟朝凤》图案元素，织染在

潮流服饰上，古老的刺绣手艺走进了当代生

活；《山海经》里的神话形象登上时装秀场，刺

绣、扎染、勾花、光胶印、数码印花，传统技法

与现代工艺结合，以瑰丽的想象和绚丽的色

彩给人审美震撼。不少人发出感叹：“原来传

统文化可以这么‘潮’！”近年来，文博单位、老

字号品牌纷纷跨界，联名推出国潮产品。不

只是服饰，生活各方面都有了国潮产品的影

子：餐饮、食品、数码、家具、美妆、视听、非遗，

几乎囊括了人们的日常消费需求。网络搜索

统计数据显示，国潮近 10 年间关注度呈指数

级增长，一些国潮产品在电商和线下店铺都

供不应求。

国潮产品走红，离不开“贴着生活走”的

设计理念。不少历经时间淘洗、使用价值和

审美风格得到广泛认可的老字号，如今再立

潮头。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设计者更加

关注当下受众的审美需求。他们运用数字化

设计、消费者共创等新技术新手段，在符号、

色彩、外观、功能上进行更精心的设计。人们

惊喜地发现，日用产品原来可以这么美！

当代生活须臾不可离的科技产品，也可

以充满国潮设计之美。在数十道工序、上百

小时的反复煅烧打磨后，一体成型的 3D 曲面

陶瓷外壳手机，观感上晶莹剔透，触感上温润

如玉。作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代表，陶瓷

所表达的典雅沉静“东方美”，为现代科技注

入了人文情怀，给现代设计注入了灵魂。

好用又新潮成为国潮设计的追求。不是

简单地“翻新”传统、给设计打上文化标签，而

是在仔细揣摩生活需求、细致提炼文化内涵

基础上，建立一套设计语言。这套设计语言

追求的是日用而新、日用而活，从人们的生

活中汲取设计动力，又为生活提供更丰富的

选择。

审美风尚彰显文化自信

国潮不仅是国货之潮，更是民族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在审美风尚上的表现。解读“国

潮”二字，“国”字凸显植根中华沃土，“潮”字

则代表社会审美风尚。时代发展进步，生活

蒸蒸日上，人们勇敢地追寻审美表达上的丰

富性，也更加自信地做审美风尚的引领者。

这成为国潮设计蔚为大观的深层原因。

国潮设计不仅可以穿在身上、用在日常，

还可以是艺术品，表达对美的追求，传达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一位视频博主的留

言区，许多网友感叹“中式设计太美了”“我发

现了宝藏”。红木梯形半桌、黄花梨三轴矮

柜、红木双轴博古架……这位自称“会拍视频

的木匠”，根据典籍里的图纸说明，设计制作

了许多微缩中式家具，并将它们巧妙地搭配

在一起，拍摄成充满诗意的短视频。传统手

工题材短视频的走红，折射出国潮审美越来

越受欢迎。

审美风尚与国潮设计良性互动，推动设

计理念迭代更新。近年走红的国潮设计作

品，往往超越了对传统符号元素的简单拼贴，

而是深入到中华美学和传统文化的内里，结

合当代生活之“用”进行转化，因而具有持久

生命力。许多智能家居设备虽属电子产品，

但在设计上主动融合中华美学取法自然、追

求意境等理念，在形、意、境等不同层面将物

品功能、视觉形象、空间构造创意组合。智

能加湿器、智能空调甚至小巧的智能开关，

都可以凭洁白如玉的颜色、精巧顺滑的弧度

融入简洁大气的中式家装，给人以自然舒适

之感。

扎实地从文化中汲取营养，热情地用创

新开辟未来。国潮设计从“古”走来，承续着

中华文脉；国潮设计面貌一“新”，表达着社会

情 感 和 时 代 新 风 。 优 秀 的 国 潮 设 计 ，通 过

“物”传达精神旨趣和审美意蕴。在这个意义

上，国潮设计贯通着我们的文化精神、美学风

格和时代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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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设国潮设计计——

在在日用家常中日用家常中彰显文化意蕴彰显文化意蕴
张明瑟张明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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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解读“国潮”二字，“国”字
凸显植根中华沃土，“潮”字则
代表社会审美风尚。时代发
展进步，生活蒸蒸日上，人们
勇敢地追寻审美表达上的丰
富性，也更加自信地做审美风
尚的引领者

国潮设计从“古”走来，承
续着中华文脉；国潮设计面貌
一“新”，表达着社会情感和时
代新风。优秀的国潮设计，通
过“物”传达精神旨趣和审美
意蕴。在这个意义上，国潮设
计贯通着我们的文化精神、美
学风格和时代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