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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艺术作品、文创产品等具

有“萌”的特质，可爱的外表下蕴含丰富的内

容、情感和艺术价值，其受众也从儿童扩大到

成人。“萌”艺术为何流行？

符合大众心理需求是基础。作为形容词，

“萌”意为稚嫩而惹人喜爱的。在中外原始美

术作品中，便不难发现“萌”艺术。如新石器时

代后期仰韶文化的代表作——陶鹰鼎，以鹰为

原型，两眼圆睁，身材健壮优美，双爪与尾羽巧

妙形成三个支点，撑起整件器物。当时，并没

有所谓成熟完整的美学理论和创作原则，“艺

术家”的作品大多遵循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对“萌”有与生俱

来的好感。此外，历经数百万年的繁衍生息，

人类早已形成对周遭事物随时保持警惕以使

自己不受威胁的生物本能。在快节奏的现代

社会，萌物毫无攻击性的外形，在心理上给人

以安全感，甚至带来轻松愉悦的审美享受，成

为人们释放压力的出口。同时，不少人期望

单纯轻松地生活，怀念儿时无忧无虑的状态，

因此喜欢在生活中保留具有低龄特点和可爱

特征的语言、物品、装扮等，在生活消费、审美

追求等方面表现出对“萌”的倾向。这种试图

化解心理压力的动因，是“萌”艺术流行的主

要因素。

遵循内心展开创作，“自然萌”更动人。有

的人认为，“萌”艺术是由迎合大众、哗众取宠

而产生的廉价作品。然而仔细审视这些作品

会发现，其中真正优秀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作

品，其外在表现的“萌”，实际上是创作者内心

的真实写照。像不久前湖南美术馆举办的“如

此漫长·如此浓郁——黄永玉新作展”上，200
余件黄永玉先生的晚年力作精彩亮相，可爱的

动物、娇艳的花卉、生动的人物，无不率真潇

洒、自成一格，正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许多优秀艺术家的创

作之所以呈现出天真无邪的感觉，归根结底是

由于他们的内心保有充满生命力的童真。他

们在探索个人绘画语言创新的路途中，跟随内

心深处的指引，最终创造出萌化众人的作品。

这不是一种刻意，而是一种必然。

“萌”所体现出的稚拙可爱、轻松愉快并不

等同于简单浅薄。一些艺术家将厚重的主题

包裹在可爱的“外衣”下，创新表达方式。看似

幼稚的形式、令人愉悦的画面，往往更容易吸

引人的注意力，进而去体察其中蕴藏的更深层

次的含义或情感。譬如，丰子恺的儿童题材漫

画，主人公大都天真烂漫、憨态可掬，可爱的形

象、简洁的画面背后，蕴藏着画家对生命与自

然的诗意哲思。轻松的画面与厚重的内涵形

成强烈对比，使作品自然又耐人寻味。

当下，越来越多设计师也在创作中融入

“萌”元素，增强产品的亲和力与影响力，特别

是在博物馆文创设计中，萌趣的形象、鲜亮的

配色、丰富的内涵，打开文化传播新空间，受到

大众喜爱。比如，三星堆博物馆基于馆藏文物

设计推出的“大立人变脸冰箱贴”，造型上既保

留青铜立人的典型特征，又对其头身比例进行

调整，可爱的头部造型给人以亲近感；可移动

青铜面具，创意十足，凸显文创立体设计新趋

势；色彩上，尊重文物基本色调，古朴简洁；“变

脸”这一动作的选择，则凸显地域文化内涵。

轻松的产品形态满足了大众的情绪价值与社

交分享需求。可见，优秀的产品设计往往不停

留于通过可爱的形象打造“记忆点”，而是着力

围绕具体需求与场景找准历史文化与当代生

活的连接点，使有趣的产品更有内涵。

“萌”只是一种风格或外在形式，决定艺术

作品是否优秀的关键仍在于其内核。艺术家

切忌跟风追逐“萌”，因为个人的艺术风格是由

内而外自然生长和散发出来的，是绝对忠实于

内心而非刻意追求得来的，也绝不应被大众的

眼光或市场的喜好所左右。

萌趣虽好，贵在真诚。

“萌”艺术为何流行
李佳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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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河上花图》（局部），作者为清代朱耷。 天津博物馆藏   

▼三星堆博物馆文创产品“大立人变脸冰

箱贴”。

宣纸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

重要载体。墨与色在宣纸上产

生的万千变化，隽永、洒脱，成就独树

一帜的中国艺术面貌。宣纸的诞生和发

展 ，与 书 画 创 作 技 法 、风 格 的 变 迁 相 辅 相

成，赋予中国书画艺术深厚文化内涵与独特审

美价值。深入研究宣纸的性能与特点，挖掘其

中蕴藏的中华美学精神，对推动书画创作有所

裨益。

何谓宣纸？

宣纸的产地在今天的安徽泾县，因其隶属

于曾经的宣州而得名。宣纸作为纸张专有名

词出现，最早见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 好 事 家 宜 置 宣 纸 百 幅 ，用 法 蜡 之 ，以 备 摹

写”。另据《旧唐书》等典籍记载，宣纸在唐代

已成为贡纸。宋代，宣纸的需求量大增，受到

文人墨客珍爱。宋代诗人王令写道：“有钱莫

买金，多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独君诗华

宜相亲”，江东即包括宣州、歙州等地。元明之

际，宣纸开始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主要原料

并延续至今，从此宣纸成为主要绘画材料。明

代，生宣特有的润墨性和渗透性，使水墨写意

有了长足发展，书画作品风格也更为多元。清

代，宣纸的纸质、品种等进一步发展，销往各

地。虽然决定艺术作品质量好坏的根本因素

不只是材料，更是艺术家的创造力，但材料本

身依然占有特殊位置。

“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宣纸制作技

艺被誉为世界手工造纸技艺的“活化石”。一

张宣纸，若按传统技艺制作，从原料到成品要

经历 108 道工序，对水质、器具、工艺等都有严

格要求。因此，尽管日本也有从中国运去的宣

纸原料，但由于缺少泾县小岭的水，所以在优

质净皮类宣纸生产方面仍稍逊一筹。“至薄能

坚、至厚能腻”，原料配比的不同使宣纸的性

能、特点也不同。比如，特种净皮类宣纸的檀

皮含量最高，故而纸性坚韧，润墨性好。不过，

并非檀皮含量越高就越适合作画。

中国画的诗性抒发与意境营造，离不开对

宣纸特性的把握。纸的厚度影响着发墨的灰

与黑、托裱后的润与燥。纸的质地越结实、越

厚，所承载颜色厚度的能力越强，越经得起“折

腾”，适合反复修改；其弱点是发墨后墨色发

灰。从画面托裱后的效果来看，纸的质地越

薄，托出来的效果越润、越透明，但创作者驾驭

水分的难度也越大。其缺点是不能反复修改

墨与色，最好在一至三遍以内完成创作。无论

厚薄，能留住笔触的生动与鲜活，才是好宣纸。

纸与水的“交响”，带来墨与色的氤氲变化

以及独特的肌理、气脉、画境，正如郭沫若所

言，“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

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

妙味”。

如何选择宣纸？

首先，根据创作需要选择生宣、熟宣或半

生 熟 的

宣 纸 。 在 原

纸 基 础 上 ，以 传

统 工 艺 进 行 砑 光 、打

蜡、染潢、防蛀、染色、施

胶 等 ，使 其 改 型 、改 性 后 即

为熟宣。生宣与熟宣的艺术表

现效果完全不同。不洇水的熟宣

更适配工笔，喜层层晕染、反复水

洗，这样画面才有透明感；如果遍

数少，墨或色沉不下去，便会浮在

纸面，显得画面很脏。生宣则恰

恰相反，创作时一气呵成最好，如

此才有湿润的效果，适配写意。

因为生宣对第一遍勾染时的水、

墨、色敏感度最高，可将其迅速吸

入纸张深层，而随着皴染遍数的增加，其敏感

度会逐渐降低而使色、墨积于纸张表面。创作

者灵活运用生宣和熟宣的特性，展开多样艺术

探索。像明代徐渭的《杂花图》、清代朱耷的

《河上花图》等作品，便是笔墨酣畅之作，水墨

淋漓的画面传递出画家的激情。清代恽寿平

兼工带写，以没骨等画法，形成了清丽脱俗的

画风。

宣纸有“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

声”的美誉，基于此，挑选宣纸有两个简单的方

法：一是听，二是看。所谓“听”，是拎起宣纸的

一角抖动，若听起来声音柔和，则是好纸。所

谓“看”，是把宣纸对着强光进行观察，若出现

一团团的棉絮状物，则说明檀皮含量高。

每种宣纸的柔韧性、润墨性、胶着性等都

有所不同，会因创作内容、形式以及创作者的

技法、心境而呈现不同的水墨效果，创作者需

要根据这些因素综合考量宣纸的选用。

对于创作者来说，尽可能选用质量好的宣

纸。尤其是工笔画创作，往往耗时较长，纸质

差会使画面效果大打折扣——在差纸上进行

十几遍甚至几十遍的深入刻画，经托裱后许多

痕迹容易消失不见；好纸一经托裱，之前的笔

触都能显现出来。这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名牌宣纸，如果出

厂时间不长都会存有一些“火气”，特别是第一

遍上墨或设色时，会出现一些雪花般的白点。

将纸放置一段时间后，其“火气”自然褪去，纸

张也有了柔性，此时才是最佳使用状态。完全

熟悉不同宣纸的特性后，创作者构思画作时也

会胸有成竹。

怎样用好宣纸？

宣纸特别是生宣，创作者驾驭起来有一定

难度。皮纸、高丽纸、熟宣对水分远不及生宣

敏感，掌控难度相对小，但掌控难度和墨色效

果常常是成正比的。如何适应生宣的特性？

早在大学期间，我便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以生

宣作为工笔画创作的主要材料。为了能精确

控制线条的水分，掌握宣纸对墨、色的承载力

和渗透力，我不惜冒作业丢分的风险，用生宣

临摹本应该用熟绢来完成的作品。在创作中，

我认真体会用笔的笔触、力度，观察矾水和颜

色干透后褪色的程度，

辨 析 生 宣 的 长 处 和 短

处，逐渐认识到如何正确

发 挥 生 宣 的 优 势 。 与 此

同时，我在课余有计划地对

影响创作的若干因素，如素材积

累、构图、线条、布局、色调等进行准

备和练习，为日后的创作打牢基础。

质地绵韧、挫折无损的宣纸，既有利

于笔墨韵味的呈现，也可以形成独特的审

美效果。以人物画为例，宣纸与其它绘画材

料相比主要有三点优势。一是可以通过水墨

的自然渗化、晕染效果实现极简和精致的对

比，比如以泼墨表现的服饰与深入刻画的五官

可形成较强对比。二是毛笔的性能、笔型、含

水量与宣纸的柔性、对水分的敏感相得益彰，

能产生丰富的笔触和千变万化的韵致，从而使

画面更加耐看。三是在宣纸上，人物面部刻画

的笔触更鲜明、更留得住，画者通过笔触来塑

造体、面，更易产生雕塑般的厚重感。

纸上谈兵易，躬身实践难。对于某些绘画

材料，创作者只要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便可掌

握其主要性能，而要真正对宣纸的运用做到

“得心应手”，不下一番功夫是达不到的。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湿壁画以及后来的亚

麻布、色粉纸、水彩纸等相比，没有哪一

种材料能像宣纸那样变化丰富。中

国画创作者应当在宣纸的研究与

运 用 方 面 持 续 深 耕 ，因 为 当

中国的艺术家抛开了中华

民族所独有、擅长的工具

和材料，就像欧洲的画家

丢弃了油画布、音乐家舍

弃了钢琴和提琴一样，

其 结 果 必 然 是 艺 术 作

品因缺乏特色特质而

流于一般 。（作者为

中国国家画院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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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评论是以较强的导

向性与学术性，对美术家、作

品、现象、思潮等进行分析、

阐释和价值判断的行为。在

新时代美术事业中，美术评

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它不仅能够反映当下美术创

作、研究、收藏、展示等方面

的状态，还能引导、推动美术

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是

国内外学者和大众认识中国

美术的桥梁，更是鞭挞假恶

丑等不良风气的利器。近年

来，美术领域创新创造的动

能更加强劲，美术评论如何

在这一时代浪潮中增强“发

声”能力，深入人心？

聚 焦 美 术 创 作 的 当 代

性。中国古代与当代的美术

创作虽一脉相承，却也因发

展变化有着鲜明差异。在古

代，画作无需参加展览，不直

接服务于人民，而是仅供部

分人欣赏；当代的美术创作

则具有人民性，美术作品服

务于社会需求，通过线上线

下各种形式面向大众展出，

这种展出形式的开放性、公

共性，直接决定了现代美术

作品在艺术功能、审美特性、

艺术标准等方面的评价重点

与古代截然不同。此外，当

代的美术作品尺幅也从传统

的卷轴、小品转向巨制，还出

现大量主题性美术佳作，这

些都是古代美术史上不曾有

过的现象。新时代美术评论

只有深度关注、思考这些新

现象、新问题，才能不拘于古

代 美 术 评 论 的 框 架 而 有 所

突破。

注重体现中国特色。广

义的“美术评论”古已有之，

东晋顾恺之在《论画》中对人

物画等展开品评，并提出“以

形写神”的美学原则；南朝谢

赫在《古画品录》中将评价绘

画的标准归纳为“六法”；明代董其昌在论画随笔中提出

“南北宗说”……这些思想精华共同构筑起以传统文化为

支撑、以历代经典为源流，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的评论话语

体系。当下，有的美术评论文章受外文写作习惯影响，导

致中文阐述不清晰；有的套用西方艺术理论来分析中国

作品，导致无效评论或过度阐释……重新认识中国传统

美术评论的知识体系与独特价值，从言简意赅、凝练精到

的画论、画品中汲取养分，激活传统美术评论的内在生命

力，有助于使当代的美术评论彰显气韵与风骨。此外，以

兼容并蓄的理念，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结合中国

美术的现状展开评论，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评

论话语体系的重要方面。

尊重审美差异化，发扬艺术评论的民主性。评论者

知识结构与学习经历不同，必然会在审美过程中产生不

同观点，正如南朝刘勰所言，“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

多偏好，人莫圆该”。美术评论工作者要有海纳百川的胸

襟，拥抱学术争鸣，在交流探讨中深化对美术创作规律的

认识。1949 年，《人民日报》就开展了“国画讨论”，刊登

了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等撰写的多篇关于改造国画的文

章，引发有关中国画发展的第二次论争。随后，李可染、

徐悲鸿、艾青等名家又展开了关于传统中国画转型的一

系列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画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创新发展，其中涉及的许多学术议题如写生观、素

描教学等，仍值得今天的美术工作者思考。

从“具体”出发，运用具有专业指向性的学术话语，展

开深入浅出的评论。美术评论离不开对作品、现象的具

体把握，然而现在仍然有一些文章缺乏学术深度，评论浮

于表面。有的评论者观点不着边际，更有甚者“离开作品

滔滔不绝，看见作品一言不发”。这类以概念堆砌、理论

照搬代替个人思考的批评，本身就应当受到批评。东晋

葛洪认为，德行粗而易见，文章精而难识。美术评论的价

值正在于“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评论者既要有

大视野，也要有“显微镜”；既要体现出不同美术门类的特

性，也要洞察古今之别、中西之别。这就需要评论者经常

走进创作一线，以直观感受和理性思辨夯实评论的根基，

进而在由表及里的探求过程中形成独具慧眼的艺术判断

与学术观点。

坚守学术底线是营造健康美术评论生态的关键，也

是美术评论工作者安身立命的根本。若美术评论工作者

越过学术底线，将劣作奉为精品，不仅会使美术作品的评

价标准模糊不清，更会对大众审美趣味产生误导。美术

评论的生命力，在于发现好作品、真问题。美术评论工作

者必须实事求是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学术眼光对作

品和现象进行“鉴别”和“定位”，不能混淆是非、指鹿为

马，否则美术评论的桥梁作用便无从体现，美术评论存在

的意义便也无从找寻。

把好方向盘，不断构建和

完 善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美 术 评

论话语体系，充分发挥美术评

论对价值观、审美观的引导作

用 ，营 造 天 朗 气 清 的 行 业 风

气，美术事业才能因时代而盛，

为 文 化 强 国 建 设 贡 献 艺 术

力量。

美
术
评
论
应
增
强
﹃
发
声
﹄
能
力

李
永
强

▲中国画《摹古册之一》，作者为清代恽

寿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