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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中国人自古便

对文房有着根深蒂固的情结。在传统社会，文

房不仅是文人著书立说、燕闲清赏、雅集畅叙之

所，更是其精神的栖息地，承载着人们对审美的

追求、对生活的态度、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如

今，精心营造文房空间已成为一种新潮流。如

何让传统之光照亮当代生活？近期，多个文房

艺术展聚焦文房陈设、用品、雅玩等，由古及今，

通过对文房艺术美学的系统呈现，再次打开人

们对文房空间的想象，立体诠释文化生活之美，

频频引发观展热潮。

展现文房雅境

文房原指南北朝时期官府掌管文书档案之

地。唐代以后，文人的书房雅称“文房”。自此，

小空间寄寓大情怀。像刘禹锡的“陋室”、辛弃

疾的“稼轩”、蒲松龄的“聊斋”等，无不体现主人

心性。文房意境与人的心境如何建立起联系？

系列文房艺术展通过多元展陈方式，带领观众

走入文房雅境，探寻人文精神。

文房意境，大多通过陈设来营造。不论是

陋室还是华屋，古人都追求一角一隅现雅境、一

器一物显格调。这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

“赓续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上得到鲜明体

现。这个规模宏大的专题展，以别致的展陈设

计，将文房艺术归类分区，系统呈现中国历代文

房的文化、美学以及文房器具制作工艺。其中，

“文房之境”部分汇集古琴、赏石等诸多精巧别

致、颇富文化内涵的清供、清赏，以及家具、手

炉等动使，引导观众进入古人的精神空间。特

设的明代书房，更让观众可以沉浸式感受古代

生活日常与传统书房陈设美学。展厅中，书画、

家具、清供、清赏等陈设各得其所，尽显对称之

美；洗练素简、儒雅清隽的布局，彰显人们对洁、

雅的追求——既是环境的洁、雅，更是心境的

洁、雅。

器以载道。文房之内，一轴画，一囊琴，一

块石，一炉香，一部法帖，看似“闲物”，却承载着

古人的情与思，构筑起文房独特的意象。如何

理解这种意象？正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展出的

“瓶花落砚香——明清文房雅器展”，专设“文房

雅尚——文房陈设”单元，通过将展品融入场景

等设计手法，以及翔实的文字说明，为观众打开

观看之门。仿商周时期青铜器造型的清代粉彩

莲托八宝纹鼎式炉、仿青铜匜的清代青玉匜等

器物，直观展现了崇古、尚古之风——通过古物

共情，构建起一种文化情怀。清代铜胎掐丝珐

琅缠枝莲纹炉、清代紫檀镂雕“爵禄封侯”香筒

等怡情之物，则从侧面反映了古人的生活情趣。

随着文化生活日渐丰富，文房功用不断拓

展，文房陈设也更加多彩。各具特色的文房艺

术 展 ，为 观 众 呈 现 了 一 个 蔚 为 大 观 的 文 房 世

界。除了常见陈设外，一些展览还展出了镜、

钩、箭、剑等不为人所熟知的文房陈设。一件件

器物，于材、型、韵中烘托出传统文房雅境，折射

出个人雅好和潮流风尚。

文房之美，美在意境。诸多文房艺术展通

过展示人与器、物与空间的关系，彰显传统文房

的营造智慧，及其背后蕴含的文化精髓。

诠释文房趣味

从笔墨纸砚到缤纷多样的辅助文具，文房

用品是文房艺术展的重要展示内容。它们体现

了古人的巧手匠心，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情调，更

为文房空间增添了趣味与灵性。

“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支撑起古人笔耕丹青的文化生活。作为科

技、工艺与文化完美融合的产物，文房四宝常常

巧夺天工、精美绝伦。在苏州东吴博物馆举办

的“翰墨清雅——文房四宝主题特展”上，130
余件从汉至清的文房四宝形制多元，串联起文

房四宝的发展历程。中国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

学部举办的“传承雅韵 国色缤纷——郁文轩

传统文房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举办的

“亦器亦趣——馆藏文房用具陈列”等展览，则

通过特色展品带领观众深度感悟文房四宝所承

载的美学价值。

伴随笔墨纸砚的发展，与之相关的诸多辅

助用品陆续出现，如水注、笔洗、笔架、笔筒、墨

床、镇尺、臂搁等，明清时已形成完备体系。在

这一发展过程中，文人开始参与器物设计，使文

房用品的趣味性大大提升。在天津鼓楼博物馆

举办的“书斋雅玩——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文房器物展”上，一件件文房清玩充满奇思妙

想，艺术风格各不相同，为观众带来多元视觉和

文化体验。比如，小巧的清代青花缠枝莲纹水

盂上，饰有回纹、如意云纹、缠枝莲纹等多种花

纹，青色浓艳，造型精致，令人不难想象到主人

使用它时的愉悦心情。在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

举办的“文风雅韵——中国古代文房用具展”

上，宋代影青仿官釉鸳鸯戏莲水滴、清代松石绿

釉雕瓷花鸟纹笔架等 123 件（套）精美文物，以

精巧设计彰显传统造物智慧。这些兼具实用和

玩赏功能的文房用品，充分展现了小器大作之

美，蕴含着丰厚文化内涵，传递着传统文化精神。

文房之乐，乐在趣味。一文房一世界，在这

片天地中人们纵情畅想、抒怀、求索。多样的文

房用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

界，也使其在把玩赏用中涵养性情、提升修养，

悟自然之奥妙、会人生之精义。

弘扬美学精神

随着时代发展，文房的形态虽已改变，但作

为工作、学习和思考空间的功用未曾消失，人们

对文房美学的追求依然没有止步。构建起传统

与当代的连接，是近期系列文房艺术展又一努

力方向。

弘 扬 中 华 美 学 精 神 ，传 播 雅 致 的 生 活 方

式。为使展览更具启发性，一些展览从书房文

化传承角度出发，聚焦近现代大家书房，通过创

意展示，展现书房文化的传承创新。比如，“网

师雅韵系列——苏式文房陈设展”以网师园殿

春簃原张大千书房为背景，借助独特的园林空

间展示“苏式书房”。其中陈设的 30 余件大小

家具，为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汲取唐、宋、明文

房家具经典样式精华打造而成，意在倡导苏式

文房新风范。“器物竞雅——海派文房珍品展”

则汇集多件精美器具，其中不乏裴石民、徐汉棠

等艺术大家创作的各类雅器，带领观众在观照

古今中深入思考文房美学。

聚焦时代生活，探讨当代文房营造的多种

可能。百年老字号艺术品牌朵云轩推出“气韵

山水——朵云文房精品展”，从“现代文房艺术”

着眼，集聚当下国内文房领域名家名品 280 多

件，涵盖笔、墨、纸、砚、印泥、印章、文房杂件等

多个大类，从 1∶1 复制的传统文房用品到继承

传统技艺的新作，再到古盏点烟、古法制作的墨

锭等文房周边，不一而足，多角度呈现文房艺术

融入当代生活的创新实践。“赓续文脉——中国

文房艺术展”在展示传统文房之美的同时，也推

出了“赓续”板块，通过陈列当代文房精品、国潮

文创产品，开展互动体验，演示古法制笔等，刷

新人们对传统文房艺术的固有认知。

文房艺术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在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的当下，

一个个文房艺术展搭建起古今沟通的桥梁，引

导人们深入探寻传统人文精神融入当代社会生

活的多维面向，助力开启更多生活美学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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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一 场 以 数 字

艺术诠释长江文化的展

览“何以长江——长江

文化数字大展”在江苏

大剧院举办，吸引众多

观众观展。展览作品由

多支专业数字艺术团队

和十余位艺术家共同完

成，通过艺术与科技的

融合，让充满诗意的传

统绘画与奔流不息的滔

滔江水交汇，为观众带

来别样审美享受。近些

年，“美术、艺术、科学、

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 、相 得 益 彰 ”的 理 念

持 续 引 领 美 术 创 新 发

展，如何更好地推动跨

界 融 合 以 激 发 美 术 新

活力？

找寻传统艺术门类

之间的连接点，以跨媒

介 表 达 增 强 美 术 传 播

力。中国传统绘画有着

独特价值和丰富内涵，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世界艺术奇

珍和大众美育载体。中

国画的韵律美、意境美

等，与传统乐舞有着共

通之处。在河南新密打

虎亭汉墓壁画、南宋马

远《踏歌图》、明代仇英

《汉 宫 春 晓 图》等 作 品

中，流畅的笔墨再现了

欢 快 的 乐 舞 场 景 。 如

今，不少文艺工作者深

入挖掘传统绘画与传统

舞蹈之间的内在联系，

将诗、书、画、乐、舞融于

一体，形成新的审美表

达。比如，杭州亚运会

开幕式文艺表演环节，

第一个节目《水墨入诗

画》便以中国画为基本

元素，身着青绿色长裙

的舞者在山水画卷中翩翩起舞，营造出“人在画

中游，画在景中走”的优美意境。舞蹈诗剧《只

此青绿》同样以经典山水画为灵感，通过舞蹈再

现画家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的过程，并以

刚柔相济的肢体语言、精心设计的舞蹈动作呈

现山水神韵。在这些作品中，传统绘画与舞蹈

的创意融合产生叠加效应，使传统文化与现代

审美相谐适，拓宽了受众覆盖面，产生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

探索美术创作与媒体艺术融合的创新点，

以数字技术提升美术作品感染力。伴随科技进

步，全息影像、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使经典美术

作品“活”起来，为人们带来全新审美体验。譬

如，北京法海寺壁画艺术馆通过 4K 巨型显示

屏、360 度立体环绕落地球幕等技术，复原法海

寺殿内的壁画真迹，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壁

画艺术魅力。已连续推出三季的纪录片《美术

里的中国》则以新颖的视听技术手段与精彩叙

事，使观众在美术经典里读懂中国。用色素粒

子展现油画《潮》的澎湃力量，以 3D 建模技术让

《华山云海图》可观、可游、可居，用微距镜头展

示《矿工图》中的独特绘画技法……现代科技使

美术作品的欣赏超越肉眼可见的范畴，打开更

广阔的艺术探索空间。媒体的多元化，也为美

术创作带来更多可能。电视剧《觉醒年代》中，

专业美术工作者创作的 200 余幅版画，作为一

种新的电视剧插画叙事形式，受到许多年轻观

众喜爱。传统版画与动画制作、电视语言的结

合，也使其呈现新面貌。依托新技术、新手段，

传统与现代、美术与大众的对话不断深入，让美

飞入千家万户。

多元展示传统文化艺术底蕴，扩大中华美

学影响力。近年来，文艺工作者积极发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调动美术、摄影、音乐等视

听元素，营造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美学空间，并努

力寻找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美学支

点。一批古装剧不仅以《清明上河图》《听琴图》

等名作中的场景为布景依据，更注重通过服饰、

建筑、器物等诸多细节，传递中华美学精神，引

领国风国潮。譬如，电视剧《清平乐》运用大量

山水画元素，彰显风雅宋韵。电视剧《大宋宫

词》则以长镜头再现古画《韩熙载夜宴图》里的

宴饮、听乐、观舞等场景，同时注重控制光影明

暗效果，使画面色彩淡雅柔和，为观众呈现了更

加立体的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在绘画、设计与

电视艺术的融合过程中，文艺工作者将中华美

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为历史故事

注入现代价值理念，使作品更加契合当代观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画架上到生活中，从共创到共情，跨界融

合 让 传 统 笔 墨 更 具“ 活

性”。聚焦新时代美术的

新变化，期待更多学者加

强有关理论评论建设，进

一步推动新时代美术创新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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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赓续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展

出的明清毛笔一组。 中国工艺美术馆供图

图②：明代青白釉笔山。故宫博物院收藏

图③：“瓶花落砚香——明清文房雅器展”

展出的清代吴天章峄山桐墨。

北京艺术博物馆供图

图④：“赓续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展

览现场。 中国工艺美术馆供图

图⑤：“气韵山水——朵云文房精品展”展

出的老山檀绢画台屏。 朵云轩供图

图⑥：“文风雅韵——中国古代文房用具

展”展出的清代炉钧釉堆塑螭龙水盂。

江西省文物交流中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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