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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绿山水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重要表

现形式，也是中国人观照自然的艺术呈现，

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

故宫博物院展览“千里江山——历代青绿

山水画特展”、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广受好

评，使青绿山水进入大众视野。事实上，青

绿山水美术创作并不活跃，近些年来才不

断有大型展览和精彩新作亮相。从绘画到

设计再到数字艺术等，青绿山水的艺术形

态和美学意境不断拓展，在与时代脉搏共

振、与大众审美和鸣中焕发蓬勃生机。

重识青绿山水

青绿山水，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

史内涵，也具有强劲的艺术创造力。

青绿色彩的使用，在中国美术史上可

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甚至更早。青绿山水画

形成于何时呢？虽然东晋顾恺之、隋代展

子虔、唐代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都有青绿

山水画传世，但青绿山水画创作高峰是在

宋代。如果说，在早期石窟壁画中，青绿是

装饰色彩，那么在宋代山水画中，青绿更被

赋予文化内涵。《千里江山图》《江山秋色

图》等经典作品，体现了宋代绘画材料和技

法发展水平，成为中国山水画史上的高峰

之作。

青绿山水画技法繁复，且易陷于俗艳，

在创作上颇具难度。文人画的兴起，进一

步拓展了青绿山水的美学意蕴和人文精

神。随着时代发展，青绿山水画形成大青

绿、小青绿等多种绘画形态，前者着色浓

重，画风富丽华贵，后者在墨骨基础上施以

淡彩，画风秀美清新。历代山水画名家赵

伯驹、赵伯骕、钱选、赵孟頫、沈周、文徵明、

仇英、蓝瑛、张大千、吴湖帆等，尝试将笔墨

意趣融入青绿设色，不时开艺术新风，令青

绿山水异色斑斓，面貌更趋多元。近年来，

关于青绿山水画的研究不断加强，相关著

作涌现，从技法、流变等多个角度阐释青绿

山水艺术的丰富内涵；“千里江山——历代

青绿山水画特展”“千峰翠色——沈阳故宫

博物院藏青绿山水绘画展”“山水本色——

第二届中国当代青绿山水画学术邀请展”

等展览，以及相关学术研讨会陆续举办，从

传统到当代，共同探讨青绿山水画的创变

之路。

青绿山水画经久不衰，彰显其独特的

艺术价值。重识青绿山水，尤其是蕴含其

中的色彩密码、美学精神，对于深入研究传

统文化中审美观念的演变具有积极意义。

开辟艺术新境

在中国画中，水墨、青绿是并列的两大

色彩体系，意笔、工笔是并列的两大笔法体

系。浓墨与重彩之间、狂放和工致之间，存

在许多过渡阶梯，四者排列组合，为艺术创

新提供了千变万化的可能。

继承传统，汲古出新，通过表现山河景

象、园林景致、田园风光等，营构沉静清雅

的审美意境，是当代青绿山水画创新趋势

之一。有的创作者重在彰显新时代山水精

神。像高云为江苏大剧院创作的巨幅青绿

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取景视角借鉴傅

抱石、关山月的同名画作，意境辽远开阔，

又创新构图、表达形式，在工写结合中描绘

了江苏地域风光。如石峰作品《飞瀑正拖

千嶂雨》，用色雅正，在与笔墨节奏的呼应

中强化了色彩本身的写意性。他们笔下的

山水，既是自然之景，也是画家胸中孕育

的理想诗境，让传统山水生发新意蕴。有

的创作者积极探索色彩美学与文化意象

的巧妙对接。比如“青绿调成见天工——

山水画色彩研究展”展出的杨峻《猴王》，内

容取材自文学经典《西游记》，画面主体“一

岩二松”又借鉴元代画家唐棣作品，并融

入现代审美趣味，实现了青绿文化内涵与

文学意象辉映。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拓

展青绿山水画的表现形式，赋予其新的时

代内涵。

立足艺术本体，探索材料和技法极限，

强化艺术表现力，是当代青绿山水画创作

的又一特征。在“景·色——2023 当代青

绿山水画学术邀请展”上，杨惟为《苏园四

景图册》在生宣纸上以写意之笔营造油画

般的厚重效果，李戈晔《水清不见》系列在

皮纸上用湿涂的方式创造出宣纸的微渗化

效 果 ，都 拓 展 了 传 统 材 料 的 艺 术 表 达 空

间。在“青绿调成见天工——山水画色彩

研究展”上，王绍强《远不若之二》、刘文东

《蓝空澄澈》、杨星《春雨初霁》等作品，对传

统青绿色彩体系进行扩展，以适应现代审

美。还有一些作品采用半透明的极薄绢本

展 开 创 作 ，如 郝 量 工 笔 山 水 画《溪 山 无

尽》。画面色彩将青绿融入古雅中性色，造

型却大胆借鉴电子视效，强化几何形状组

合和光线感。这两个相反的探索方向，都

离开了千余年来青绿山水画的“舒适区”，

在挑战自我中开辟艺术新境。

积极融入其他艺术门类元素，寻找创

新空间，丰富了当代青绿山水画的面貌。

比如“2023 当代青绿山水画学术邀请展”

展出的张志康《藏南雪山》，装饰性的画风

受到唐卡影响，但鲜亮的颜色已超出传统

青绿的范畴，很好表现了雪域高原的纯净

神秘，实现了青绿山水画的题材突破；关健

《夜游》汲取舞台美术手法，利用花青色与

赭石色的反差，强化了山洞内有照明、外为

夜山的景观。

当代青绿山水画，在对传统和现代的

双重观照中，从材料到技法、从色彩到内

容，不断释放创新创造活力。

拓展文化空间

与充满本土味道的水墨相比，具有中

外复合渊源的青绿，呈现出更强的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一方面体现在围绕艺术

本体的创新路径上——它可以与多种视觉

艺术“嫁接”成活，另一方面也体现于它在

架上绘画之外、在与装置艺术的结合上更

具自由度。比如，“绿水青山——国家大剧

院第二届当代青绿山水作品邀请展”展出

的丁浩《山水再造之一》，以原木薄片修整

成矗立的山峰形状，涂以青绿颜料，安置于

云天背景中。其美术史“典故”来自盛唐山

水屏风壁画；“山体”上明显的木纹和黏附

的砂砾则模拟中国画的皴法与点法；外加

的西式画框，既是对屏风壁画所绘外框的

呼应，也强调了作品的装置艺术属性。这

样的“嫁接”创作，让青绿山水在架上绘画

之外获得更广阔的表达空间。

近年来，国风雅韵成为审美新风尚。

以《千里江山图》为代表的青绿山水，启示

美术工作者在服装设计、工艺美术、舞台艺

术等领域开拓创新。在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冰舞自由舞比赛中，一

对中国选手演绎了花滑版《只此青绿》，男

选手的服装上绘有“青峰叠嶂”，女选手的

衣裙则如“绿水浮云”，随着冰鞋滑动，青绿

相映，刚柔兼济，艺术之美与竞技之美相交

融。2023 年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北京服

装学院教授楚艳领衔设计的“水天碧”长

裙，以渐变的青绿色彩、3D 复合工艺制作

的亭台楼阁和树木纹样，让“千里江山图”

的意境随着舞步缓缓生发。这些实践表

明，越来越多的美术工作者创新思维、拓展

视野，用当代审美激活传统文化基因。

数字技术的赋能，进一步打开青绿山

水创作空间。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

际，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在全网上线创

意动画视频《新千里江山图》，数字技术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辅以青绿

色彩，铺展一幅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生

动讲述中国故事。还有一些创作者以“艺

术+科技”思维，用数字艺术重新演绎青绿

山水之美。比如艺术家靳军的个人展览

“数境等观”，便呈现了他近年来以数字艺

术“转译”传统图像和意境的多组作品。光

影流转中，观众得以沉浸式体验青绿之美。

历经传承发展，融入中华文化并成为

标志性符号的青绿色彩体系，其开放性不

仅在于技法和风格，更在于文化品格。随

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以青绿为媒，通

过多元艺术形式向世界彰显中华审美风

范、讲好中国故事，大有可为。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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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轻拂绿柳新，放风筝的

好时节又来了。放风筝，是很多

人童年的美好回忆，也是人们清

明踏青的一大乐趣。

中国是风筝的故乡。风筝是

民间工艺美术的代表之一，凝结

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反映着中华

民族的生活理想与审美追求。传

统风筝制作讲究“扎、糊、绘、放”

四艺，不同地方的风筝各具特色，

形成了不同流派和风格。其中，

北京、天津、山东潍坊和江苏南通

的风筝尤具代表性。无论哪种流

派的风筝，都是技术与艺术融合

的产物，折射出手工艺人强大的

创造力。在有限的空间内，风筝

不仅展现了结构美、绘画美、运动

美，更彰显深厚人文底蕴。比如，

北京的沙燕风筝，无论造型还是

图 案 ，都 承 载 着 吉 祥 美 好 的 寓

意。这与国外以几何形状、拼接

色块为主的风筝大不相同。民间

手工艺人制作的每一个风筝背后

都藏着一段故事、一种文化精神，

这也正是传统风筝的魅力所在。

如今，传统风筝的设计理念、

制作工艺、造型图案等不断演进，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步伐逐

渐加快。其中，风筝骨架与面料

的变化尤为直观可感。传统风筝

骨架最早为木制，后慢慢转用竹

制。近些年，以重量轻、不易变形

的塑料、碳纤维等材料作为骨架，

使风筝更加轻巧耐用。传统风筝

面料也渐渐从丝绸、宣纸，演变为

化纤面料。化纤面料存在颜料附

着力较差等问题，智慧的手工艺

人便借助特殊胶水，使彩绘图案

更牢固地附着在面料上，色彩也

十分鲜艳。

近年来，大众对风筝的认知

渐渐发生变化——风筝不只是具

有娱乐功能的玩具，更成为兼具

收藏和陈列价值的艺术品，人们

对风筝艺术性的要求也更高。一

些 手 工 艺 人 在 继 承 传 统 风 筝 造

型、构图、色彩的同时，专门学习

中国画、油画、设计等知识，并将

其融入风筝图案创作，使风筝既

具 有 传 统 韵 味 ，又 符 合 当 代 审

美。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为风

筝艺术创新提供不竭动力。有的

风筝艺人将良渚文化元素、杭州

亚运会吉祥物形象等融入风筝造

型，让细长的风筝线连接古今。

手工艺人不断创新风筝艺术，把

新的主题内容、艺术思考、情感观

念融入风筝制作，让风筝随时代

需求而变。

一只风筝能飞多高多远，既

取决于材质、造型，更考验工匠技

艺。传统手工艺人需要根据风筝

的品种、尺寸等特点，设计基本结

构比例，在追求精美造型的同时，

保 证 风 筝 飞 行 的 平 稳 性 。 这 些

年，造型各异的巨型风筝越来越

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风筝制

作水平的提升。比如，为制作长

度超百米的巨型风筝，创作团队

往往会将骨架分为多个部分，从

头部至尾端强度逐渐减弱，连接

线也越来越细，使风筝放飞时呈

现“塌腰翘尾”的姿态。还有一些

手工艺人借助现代技术丰富巨型

风筝展示效果。像收藏于潍坊世

界风筝博物馆、总长 160 多米的

“中国空间站”主题风筝，主体以

中 国 空 间 站 为 原 型 缩 比 制 作 而

成，后部采用传统龙头蜈蚣风筝

的腰身。为再现航天员太空出舱

场景，创作团队将电动机械结构

应用于风筝制作，通过电机遥控

实现出舱效果。越来越精巧复杂

的风筝，彰显着当代手工艺人的

创造智慧。

风筝，放飞的是想象力，连接

的是八方宾朋，收获的是真挚友

谊。从 1984 年至今，山东潍坊已

成功举办 40 届国际风筝会，搭建

起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的 国 际 平

台。近期，第四十一届潍坊国际

风筝会举办在即，形式多样、规模

庞大的风筝赛事、放飞活动以及

配套文化活动，令观众可以直观

感受传统风筝的新发展。在广东

阳江、湖北武汉等地，结合本地文

化特色开展的风筝节，也吸引大

量中外风筝爱好者参与。以风筝

为媒，扩大“朋友圈”，还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风筝制作技艺创新，

促生新样式，如动态风筝、夜光风

筝、由国外引进的可操纵运动风

筝等。

传承传统风筝文化，既要广

泛收集、研究、展示经典风筝作

品，也要创作适应现代社会的风

筝作品、文创产品等，让传统风筝

进入现代生活。一些非遗传承人

探索将风筝元素融入钟表、灯具、

文具、挂饰等日常用品，使其兼具

实用性、艺术性、趣味性。线上传

播媒介的丰富为风筝文化传播拓

展新空间。在年轻人喜爱的网络

游戏中，传统风筝制作技艺经由

数字转化，不仅以轻松的方式让

玩家了解风筝文化，也为游戏带

来古韵新风。短视频、直播等新

媒体形式则打破时空阻隔，让大

众 近 距 离 欣 赏 传 统 风 筝 制 作 过

程。线上的即时交流还能帮助手

工艺人更好地了解大众需求，进

而明确工艺创新路径。

要让风筝飞得更高更远，还

需 吸 引 更 多 年 轻 人 加 入 传 承 队

伍。不少院校开设传统风筝制作

选修课，将劳动教育与审美教育

融为一体。一些地方设立传统风

筝制作技艺传习所、传承人工作

室，实施人才培养项目。已连续

开展多年的非遗进校园活动，进

一步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了解，为传统工艺美术发展

带来新活力。

风筝一头连接传统文化、乡

土情怀，一头连接时代精神、多彩

生活，带着人们的美好希冀飞上

蓝天，飞向未来。

（作者为北京民间文艺家协

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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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飞瀑正拖千嶂雨》，作者石峰。

▼

二
〇
二
三
年
杭
州
亚
运
会
开
幕
式
﹃
国
风
雅
韵
﹄
篇
服
装
设
计

﹃
水
天
碧
﹄
长
裙
，
总
设
计
师
楚
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