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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水墨，作为中华文化独特的艺术形式

和视觉形象，气韵生动，包蕴万千，营造出让

人心驰神往的中华美学意境。如今，从当代

水墨画创作到水墨风设计，再到水墨动画、

水墨舞台，水墨在融汇时代审美、走进人们

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转化创造、推陈出

新。梳理水墨的当代变迁，可以启发我们思

考如何进一步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

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

求结合起来，为中国水墨注入时代内涵和创

新活力。

水墨设计自觉对接
当代审美旨趣

近 现 代 以 来 ，在 水 墨 艺 术 的 发 展 历 程

中，始终贯穿着对传统水墨如何传承创新、

中华审美意蕴如何进行现代表达的思考。

20 世纪上半叶，徐悲鸿借鉴西方写实主义绘

画，创造出能够描绘现实生活的写实性中国

画。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冠中用水墨演绎

当代艺术，使中国水墨更加融入世界艺坛。

今天，以水墨表现乡村变迁、摹写城市生活

的当代题材创作层出不穷，创作技法上也有

许多创新探索。

笔 墨 当 随 时 代 ，关 键 是 要 坚 守 艺 术 特

性，对接当代审美旨趣。以水墨艺术创造创

新最为活跃的水墨设计为例，用当代设计语

言传达水墨精神成为许多设计师的自觉追

求。水墨艺术讲求空间、气韵和境界的虚实

相生，讲求线条的流动变化、墨色的干湿浓

淡和精神境界的宁静高远，其以形写神、气

象万千的特性，和当代审美旨趣相契合。尤

其是水墨“计白当黑”“疏可跑马，密不透风”

等美学追求，与设计界对简约风格的推崇不

谋而合，受到设计师们青睐。

在当下的平面设计中，运用传统水墨元

素和水墨技法的设计作品占有相当比重。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的志愿者标志、环境标

志等设计，借助水墨传达出既充满活力又

沉稳厚重的美学意味。电影《黄金时代》的

海报设计中，女主人公萧红坚定地站在大

面积的泼墨中，形成富有冲击力的画面形

象，展现了人物的淡然与纯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工作人员、技术官员、

志愿者制服设计，将中国传统山水画与冬奥

特色的雪山图景融合，通过具有水墨韵味的

笔触、浓淡不同的线条和远近高低的层次，

将中华传统美学的独特视觉形象呈现在服

装之上。

水墨在当代设计中的广泛应用，呼应着

设计领域借鉴传统美学与技艺，融入当下时

尚语言的文化自觉。水墨元素与书法、建

筑、园林、中国传统色等元素相呼应，艺术设

计 与 非 遗 技 艺 、国 潮 文 创 、文 化 消 费 相 碰

撞。在这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水墨焕发

出崭新魅力，以契合当代审美追求、展现当

代精神风貌的方式活在当代、用在当代。

水墨动画生动彰显
中国风格

绘画中的水墨，静态的形象内蕴着精神

的力量，让人浮想联翩；动画中的水墨，则将

这种力量释放出来，将水墨的灵动与活力，

表现得淋漓尽致。水墨动画是中国动画学

派的标志性成果。自 1960 年我国第一部水

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诞生以来，《牧笛》

《鹿铃》《山水情》等一系列水墨动画相继问

世，赢得国际动画界的关注与赞誉。

一 直 以 来 ，水 墨 动 画 根 植 于 传 统 水 墨

画，着重写意和抒情，在营造戏剧化的矛盾

冲突、表现精巧细致的形象与运动方面，存

在不足。三维数字技术的出现，助力当代水

墨动画制作，使得一批水墨动画新作涌现出

来。相较以往，它们的故事性有所增强，形

象刻画更加立体、细腻、鲜活，动作更加丰

富、多样、流畅，动静搭配也更为和谐自然。

水墨动画艺术家们正以新的创作手段和表

现形式，充实中国水墨动画的艺术积淀。

动画短片《桃花源记》以陶渊明名篇为

底本，把山川、河流、树木的水墨风格和人物

的皮影风格两相结合，新颖别致。动画短片

《二胡》则让水墨风格和真人影像虚实相映，

辅以舒缓唯美的配乐，感动人心。动画短片

《秋实》采用 8K 显示技术，讲述一只蝈蝈历

经曲折、寻找食物的故事，通过水墨形式生

动呈现微观世界之美。

三维计算机动画具有写实具象的特点，

水墨画的精髓又在于留白写意，如何解决二

者之间的矛盾，进行最佳结合？动画电影

《深海》的创作团队对此展开探索。为模拟

水墨的色彩流动，创作者前后进行了大量实

验；为还原水墨画的飘逸与颗粒感，团队开

创了“粒子水墨”即以无数粒子堆积成为水

墨的全新三维动画形式。影片中“劈海”这

一镜头，粒子特效多达 100 余层，粒子数量高

达几十亿。这种探索赋予中国水墨新的表

现力与生命力。作品一改大众对深海的“幽

暗”认知，以融合上百种色彩的水墨画将大

海表现为“打翻的颜料缸”，呈现出新奇壮丽

的大海景象，给观众以视觉享受。

数字水墨活力再造
艺术新境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上，在“冰雪

五环”表演环节中，一个以水墨动画呈现的

“冰立方”惊艳了世界。创作团队采用三维

水墨动画、裸眼全息水墨动画等方法，将毛

笔手绘的经验和效果运用到数字水墨的笔

刷绘制中，以运动的水墨人形再现历届冬奥

会比赛项目，活力动感、醒目震撼，助托冰雪

五环破冰而出。这些水墨人形，不仅向全世

界展现着体育的生命动感与拼搏精神，也折

射出中华文化积淀深厚、自信向未来的精神

气象。

2022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

会上，创意音舞诗画作品《忆江南》采用扩展

现实、全息扫描、计算机动画等前沿技术手

段，再现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山水世界。

水墨风的数字舞美将林峦烟波表现得生气

淋漓，人物表演都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进行，

实现了人在画中游，虚实相生、恍然难辨。

2023 年春晚上的创意节目《满庭芳·国色》，

又将飘逸灵动的舞蹈和泼溅四射的水墨相

互配合，演绎桃红、凝脂、缃叶、群青、沉香等

中国传统色，缤纷绚烂让人目不暇接。

如今，在数字化的舞台展演中，经常可

以看到水墨的身影。数字技术放大水墨的

动态特质和浸染效果，让水墨的气象万千、

变化莫测有了更具冲击力的视觉呈现。水

墨不再局限在纸上，而是被赋予现场感，仿

佛泼溅和晕染到现实中，成为三维立体的存

在，将人们包围起来，使人们沉浸其中。虚

实相生的水墨艺术在数字时代得到进一步

赋能，从而可以在世界舞台更好展现中华文

化、展现中华美学。

水墨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转化创造，水

墨风之所以能成为时尚，说到底是因为中华

视觉形象具有无穷的吸引力，中华美学精神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

炼文化标识，擦亮文化符号，不妨从古往今

来的水墨变迁中汲取营养，继续为中国水墨

注入时代气韵，积极探索将传统元素融入现

代生活的方式方法，以更多创意更多技艺推

动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题图为动画电影《深海》剧照（局部）。

制图：沈亦伶

注入时代气韵 展现水墨魅力
卢文超

前不久，由中国艺术研究

院和腾讯联合发起的“听见数

字山河”中国传统器乐数字化

保护项目阶段性成果发布。其

中，对曾侯乙编钟复制件实现

了系统化、全方位、高精细度的

音源采集；对古琴音色的采样

也 通 过 录 入 40 余 种 常 用 指 法

技法，产出 2000 余条音源。经

由数字化技术，穿越千年的声

音再次响起，让今天的人们得

以真切聆听民族的乐音、历史

的旋律。

民族音乐是中华文化的艺

术结晶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

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情感与精

神的重要体现。以“听见数字

山河”为代表，数字技术正给民

族音乐创作、演出、传播带来新

的机遇，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

统音乐形式迸发生机活力，“圈

粉”越来越多的当代受众。

民族音乐是诉诸听觉的艺

术形式，在三维动画、5G、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的

支撑下，民族音乐也有了视觉

化呈现方式。视听结合，丰富

了音乐内涵，拓宽了展演空间，

给观众带来新颖的审美体验。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推 出 的 音 乐 会

《天地永乐·中国节》，以中国传

统节日为主题，将民族管弦乐

与多媒体沉浸展示相结合，带

给观众乐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美好意境。中央音乐学院推出

的《中国十二生肖》是一场形式

创新的音乐会，由人工智能伴

奏、“数字人”主持、5G 构筑平

台，在这样的环境中演绎融合

中国民歌、戏曲等多种元素的

民族声乐组曲，带来的审美感

受 非 同 寻 常 。 随 着 数 字 传 输

技术的发展，演奏者及观众还

可 以 通 过 虚 拟 在 场 的 方 式 进

行音乐观演，让跨越时空的音

乐会成为现实，让人们有更多

途径沉浸式、交互式地领略音

乐魅力。

数字技术驱动民族音乐创作形式不断变化发展，激发更

多创作活力。比如，针对民族传统乐器琵琶、古筝等的音乐编

曲，可以通过混响、循环等计算机音乐技术手段，对民族乐器

音色进行调整，改变原声张力和空间布局，在保持民族音乐风

格意蕴的同时，呈现更加丰富的音响空间和更现代化的音响

表达。再如，传统的民乐录制常常需要几十甚至上百人的乐

队合作完成，但通过计算机音乐制作技术，作曲家一人就可完

成，降低了音乐制作成本，使民族音乐的编创更加自由灵活。

当前，利用人工智能音乐生成技术，可以基于文本指令，完成

节奏、音乐情绪等内容设定，生成更加个性化的民族管弦乐、

协奏曲等不同类型音乐作品。一些影视作品已经将人工智能

生成的音乐作为配乐使用。这些数字技术手段给民族音乐制

作带来新的表现方式，使民族音乐更加现代化。

数字技术还为民族音乐的普及传播提供更广泛、更高效

的渠道。在短视频平台、网络直播间里，许多民乐人以直观生

动的形式传播民族音乐知识，展示民族音乐魅力。这些灵活

便捷、具有网感、互动性强的传播形式，打破了音乐专业知识

壁垒，带动大众关注了解民族音乐和传统文化，也吸引更多年

轻人走进民族艺术宝库，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民族音乐数据库、音频数字藏品等数字音乐形式，也在推

动音乐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创新传统音乐的打开方式。“中

国非遗音乐数字工程”运用数字化技术对中国非遗音乐进

行重新整理，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全球推介，展现具有中国审

美旨趣和当代中国价值理念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河南卫

视《新民乐国风夜》节目以精美的视觉表达呈现民乐文化，还

针对节目中亮相的国风音乐作品制作了 4 款音频数字藏品。

如网友所言：“收藏数字藏品的过程就像是在打造自己的个人

数字博物馆。”这种数字藏品形式为音乐 IP 的衍生转化探索

出新的可能。

融科技之力，绽放民族音乐光彩，传统音乐得以在新时代

焕发新生机。期待在科技与艺术的不断融合下，涌现出更多

展现中国精神、中国韵味的音乐精品，用更生动的形式传播民

族音乐、弘扬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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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宫 博 物 院 推 出 的 微 纪 录 片《国 子 文

脉》，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简明扼要的旁

白，为观众讲述唐代以来进士群体中的代表

性人物，呈现他们的人生经历、家国情怀和诗

文书画等艺术成就。该片以文物展品背后的

故事为切入点，小切口展示厚重文化内涵，让

观众在短时间内进入故事，了解历史文化，感

受文脉传承。

该片也是故宫博物院“国子文脉——历

代进士文化艺术联展”的衍生作品。通过打

通博物馆线下线上传播渠道，既将展览调动

的文物资源、学术资源进行视觉转化，也以影

像形式加深人们对历史知识和历史人物的理

解。这种探索促进了纪录片与文物展之间的

双向赋能，进一步扩大展览影响力，让蕴藏在

文物里的文化精神更好走进观众内心。

（刘语墨）

纪录片与文物展双向赋能

爬峻岭，过山涧，背起国徽走进村镇，基

层法官的身影出现在许多地方。网络纪录片

《法官你好》将镜头对准这些用实际行动维护

群众切身利益、以脚步丈量基层法治建设进

程的奋斗者和奉献者。作品以平实自然的叙

事风格，客观记录流动法庭矛盾调解、下乡普

法等一幕幕场景，讲述基层司法故事，展现法

官不畏艰苦、司法为民的奉献精神。

观众跟随镜头从草原、山区走到高原、海

岛，走近不同环境里的基层法官，走近帮助群

众处理财产纠纷、邻里矛盾的工作现场。针

对法官工作专业性强的难题，该片还设置许

多“小贴士”，为观众解释法律概念，梳理案情

要点，普及相关法律常识。从艺术性来看，作

品剪辑还有提升空间，后期音效和字幕文案

也可在严肃客观与生动活泼之间做好平衡。

（尹萧涵）

表现基层法官的敬业奉献

数字技术正给民族音乐创作、演出、传
播带来新的机遇，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音乐形式迸
发生机活力，“圈粉”越来越多的当代受众。

在这场传统与现代的对
话中，水墨焕发出崭新魅力，
以契合当代审美追求、展现
当代精神风貌的方式活在当
代、用在当代

三维数字技术助力当代
水墨动画制作，艺术家们正
以新的创作手段和表现形
式，充实中国水墨动画的艺
术积淀

水墨之所以有如此丰富
的转化创造，水墨风之所以
能成为时尚，说到底是因为
中华视觉形象具有无穷的吸
引力，中华美学精神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

核心阅读

综艺节目《当燃青春》邀请青春探

访人寻访各行各业的青年，通过探访

短片加上演播室对话的方式，讲述青

年人的励志故事。节目中的青年主人

公，有为留守儿童建学校的教育工作

者，有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奋斗在

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助理工程师，有

日复一日、事无巨细地照顾国宝的大

熊猫饲养员……他们的故事让观众看

到不同的青春选择、共同的青春光彩，

看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奋进人

生和青春风貌。

节目围绕“当燃青春”的立意，在

内容编排和镜头语言上注重年轻化

的表达，尽可能融入青春奋进的多元

符号。

（陈以川）

讲述奋进的青春故事

图为网络纪录片《法官你好》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