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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盈灵动的“雪花”装置在空中随风飘舞，与
“冰丝带”国家速滑馆相映成趣；二次元蒸汽朋克单
板滑雪运动员造型，与首钢园区单板滑雪赛场遥相呼
应；抽象的钢铁“外星人”高耸于石景山游乐园南广
场……历经一年多时间的广泛征集和精心选拔，10件
作品从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公共艺术作品
全球征集活动中脱颖而出，陆续与公众见面。

这些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如同一颗颗珍珠散落于
城市的多个角落，熠熠生辉，成为新的人文景观。

艺术表现体育之美

北京延庆赛区主入口广场上，一棵8米高的“吉
祥树”格外显眼，红彤彤的树冠，流线型的树干，远
远看去像是一个飘动的中国如意结。

这件雕塑《张灯结彩》由成都艺术职业大学“80
后”教师涂啦啦创作。作品上半部分是艺术化处理的
冰壶；下半部分则由两块滑雪板组成。涂啦啦表示，
他起初设想的是一个中国结造型，后来了解到延庆盛
产油松，他便结合当地特色，将上半部分调整为由多
个球体组成的树冠。“每个球体代表不同国家的运动
员，串联起来好比全人类紧紧连在一起。”涂啦啦
说，把滑雪板处理成流线型，一是与旁边的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雪游龙”主线条相呼应，二是显得更加灵

动飘逸。
《张灯结彩》 是

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公共艺术作品全球征
集活动中的10件最佳作品之一。

据悉，2022北京冬奥组委于2020年7月面向全球
邀请各国艺术家共同打造奥运文化遗产。征集活动共
收到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
国、俄罗斯等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313名应征人提
交的1611 件方案。冬奥会公共艺术委员会从中甄选
出20件“提名奖”方案与44件“入围奖”方案。10
件最佳作品最终由大众网络投票产生，经放大制作后
放置在冬奥场馆和城市公园等地。

“这次征集活动用公共艺术搭建起与世界沟通的
桥梁，诠释了团结、和平与友谊的现代奥林匹克精
神。这些最佳作品艺术语言多元，表现形式多样，用
艺术表现了体育之美，展现了奥运精神。”冬奥会公
共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雕塑院院长林岗说。

在林岗看来，艺术，特别是雕塑与体育渊源深
厚。“运动是一瞬间的，雕塑则是把一瞬间凝固成永
恒。从古希腊雕塑《掷铁饼者》，到中国唐代的打马
球陶俑，人们自古以来总是把对健美的诉求表达在雕
塑上。”林岗表示，当代的展现方式更为多元，本次
评选中获得“提名奖”的作者有近一半是像涂啦啦这
样的“80后”，作者年轻化，作品更具当代性。

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

林岗所说的当代性，是本次应征方案的主要特点
之一。据悉，应征方案中涌现了大批“传统文化当代
表达”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既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
和历史文脉的传承，也通过创新，使传统文化充满时
代的活力和魅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雕塑家张冕、郅敏
合作的《舟》就是其中的代表。

2020 年 7 月，在冬奥会官方网站看到征集活动
后，张冕和郅敏立即着手准备。“‘双奥之城’的机
遇非常难得，我们先后出了十几个方案，《舟》是其
中之一。”郅敏介绍说。

“最初的立意是做一个冬奥之舟，承载着冬奥的
梦想。这一扁舟又像橄榄叶的形
状，象征着和平的奥运精神。”
张冕说。

熟悉雕塑的人都知道，陶瓷
等传统工艺一般运用在室内工艺
品上，在室外公共艺术作品中比较
少见。而张冕、郅敏一直在做的
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如何把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材料运用到当
代雕塑上。两人以应征为契机，
试着将陶瓷运用到公共艺术中。

“陶瓷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
特征的独特材料，也是世界性的

艺术语言，全世界几乎各个民族都有陶瓷的烧造历
史，在中国文化中，陶瓷还成为中外文化、商贸交流
的物质载体。”郅敏讲述了以陶瓷为材料的原因。

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两人最终选择了陶瓷单体颗
粒。然而要将所有陶瓷单体颗粒固定在一起，并不是
容易的事。“一开始做小件的时候，我们尝试用磁体
来粘，但不那么结实；后来又尝试用螺栓把颗粒拧
住，最后才改进成现在的用卯扣固定。”张冕说，这
个工艺非常精细，需要人工一颗一颗地安装上去。

《舟》采用一万多颗陶瓷单体颗粒制作，颜色选
自本届冬奥会色彩系统，以从蓝到灰几十种颜色混合
排布，既有冰雪之感，又不会显得单调。“作品以单
体颗粒组成，象征着个体的凝聚；最终个体的凝聚又
形成了另外一个宏大的生命体，象征着团结协作的奥
运精神。”张冕说。

现在，这件9米长的《舟》放置在北京通州区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的水系中。冬日静谧的湖面上，这一
扁舟倒影成双，残留在舟面的初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冬奥的长久记忆

雕塑《一路风景·生命的律动》已经安装在北京
冬奥村下沉广场入口。这件作品以旋转的不锈钢镜面
折射出缤纷的环境色彩。“作品旁边就是冬奥村升旗
广场。冬奥会期间，各国的旗帜都将在这里升起，会
全部映射在作品上，形成一种升腾的气象，奥林匹克精
神油然而生。”雕塑作者、四川雕塑学会会长邓乐说。

邓乐表示，《一路风景·生命的律动》充分考虑了
冬奥村升旗广场的空间环境，并使用了略带弧度、可
以更好地产生视觉张力的阵列式布局。“这是一种场
域艺术。它融合环境、调动环境，将环境纳为作品有
机的部分，使环境共融、共振、共鸣，形成一个整体
的能量场。”邓乐说。

事实上，这次征集活动一开始就考虑了环境的因
素。专家们通过现场踏勘，在本届冬奥会主要的三个
赛区规划出 13 处预选点位，供艺术家结合点位设
计。而且在征集过程中，这些点位根据不同方案也有
所调整。“因为我们的作品不只是一件雕塑本身，而
是跟冬奥的整体布局合为一体，是冬奥整体形象的组
成部分。”林岗说。

随着一件件优秀作品建成落地，冬奥的氛围愈加
浓厚了。这些雕塑不仅将成为城市新的标志性景观和
亮丽名片，也将为城市留下重要的冬奥文化遗产。

“在不断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雕塑越来越显示出重
要性和必要性。因为人们拥有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后，
更需要精神上的东西来承载城市发展的历史。”林岗
表示，这些落成的雕塑将会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组成
部分，若干年后，也将成为本届冬奥会一个长久的记
忆，也是一个城市的记忆，一个时代的记忆。

眼下，艺术的创作与商业
运作正积极拥抱互联网。短视
频、公众号、电商平台等，缩
短着艺术与受众、商品与消费
者的距离。然而就工艺而言，

“物”的属性难以跨越屏幕的
阻隔，即使在互联网时代，我
们依旧要思考：在当下，是什
么人在什么环境中为什么使用
工艺？

从古至今，工艺制作的目
的在于提高生活的质量，满足
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一段时
期以来，部分工艺品种不约而
同地选择了艺术化发展方向，
随后又开始探索回归自身并服
务于生活的合适路径。工艺不
只是艺术品，从非遗的角度来
说，回归生活才是最有力的传
承。以刺绣为例，姚建萍从苏
绣艺术家到创建姚绣艺术品
牌、艺术生活空间的发展过
程，颇具启示意义。艺术探索
与生活化回归，是当代工艺的
一体两面，前者致力于解决工
艺的“可能”，后者体现工艺的

“需要”。
传统工艺要满足当代生活

的需求，并不是易事。这要求
工艺家深入理解当代生活空间，包括家居空间和公
共空间。我们常在古装影视剧中看到刺绣等工艺的
使用，它们也常陈设在各类博物馆里给人以观赏的
愉悦。作为“古色古香”之物，它们在这里的功用
主要不是供生活所需，而是在向我们讲解过去的生
活。但是，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工艺还能带来什
么？这几年，上海、苏州等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较
具影响的手工艺市集，博物馆和书店所开设的手工
艺生活区并不违和，一些品牌自然成长为艺术生活
空间。它们所得到的广泛认可和市场反馈表明，工
艺的实用性并没有完全消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
让它融入今人的生活。

衣食住行的需求日新月异，传统的工艺呈现形
式许多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设计、材料、
审美趣味都需要因应变化。刺绣、织锦、雕刻等，
在家居化的进程中离不开革新迭代，通过尝试更多
的呈现方式，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以苏绣沙发
为例，丝绸的娇贵特性与沙发的使用本有强烈冲
突，但依靠科技进步和材料革新，推出具有耐磨性
的人造丝绸和绣线，就能使之前的不可能成为可
能。工艺品跳出画框、展柜，可以转化为日常物品
以及根据消费者需求定制的产品。工艺在这里通过
产品来呈现，依靠创新转化来获得活力，是工艺振
兴卓有成效的表现。

当越来越多人开始怀念那些古意盎然的物件，
人们又有机会与传统家具、衣饰以及老式的器皿再
次相遇，那些使用它们的方式以及因此而兴起的想
象与审美，都需要一个重新唤醒的过程。在姚绣艺
术生活空间，展示了艺术家的作品及衍生产品，又
经传承人、艺术家、设计师和运营者的努力，采取
展览加市场的方式，以苏绣服饰和文创联接咖啡、
花艺展、古琴雅集等。这种品牌赋能与跨界传播，
其实也重复着这样一个道理：工艺不是孤立的存
在，它遵循特定使用场景的要求，探寻被这个时代
所认同和欢迎的呈现形式，通过良好的设计实现工
艺服务生活的目的。

工艺品的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让人期待。人们
在发明、改进、运用和消费它的过程中，也进行着
这样的探求：传统工艺为何有灵且美？怎样提升传
承和再创造能力？如何实现在生活中广泛应用？传
统工艺因为创造性的手工劳动和因材施艺的个性化
制作，具有工业化生产不可替代的特性，故而通过
它可以提供一个让人感受温情、更新表达的环境。
工艺是人与物之间重要的连接方式之一，人们依旧
需要通过它精确地传递造物的智慧和温度，满足日
常生活所需，让好的工艺品成为人的长久陪伴。

本报电（闻逸） 由中央文史研究馆、山西省中国画学会
主办的“太行丰碑——中国画名家邀请展”日前在中国美术
馆展出。本次展览以“弘扬太行精神、传承中国画写意艺
术”为宗旨，以中国画的神韵和风采描摹，礼赞伟大的太行
精神。

展览特邀京、晋、冀、鲁、豫、陕等地30余位中国画名
家，展出的70余幅作品气势恢宏，精品荟萃，既彰显信仰崇
高之美，又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让观众
体会到时代精神与中国画的融会贯通，体会到中国画传统技
艺的精髓，给人以向真、向善、向美的艺术领悟。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远古时期中国
有哪些玉器类型？商朝时甲骨文的用途是
什么？进入铁器时代后，人们的生活有哪
些变化？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北京四中联合推
出的《中学生博物之旅·古代中国》研学丛
书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
题，让青少年通过博物馆文物了解历史、
汲取知识，感受中华文明的丰厚内涵。

这套丛书是国家博物馆与北京四中结
合双方优势资源，面向全国中学生和教师
群体开发的博物馆研学科普读物，包括

《中学生博物之旅·古代中国》导览读本及
配套《学习手册》《教学手册》。丛书围绕
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精心
遴选出的64件文物展开，以物说史，以物
证史，充分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通过
最具时代特色的代表性文物串联起中华文
明演进历程。为方便广大中学生“云研
学”，书中每件主题文物均制作了线上课
程，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高清影像资料。

11 月 21—22 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
家手稿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文学手稿文献
研究中心主办的2021年国际手稿学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举行，近50位中外学者就中国近现代手稿发掘、
整理、考证、阐释等方面的最新成果进行了交流分享。

近年来，手稿研究渐热，国内学术界相继举办
“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手迹·文
心——新文学作家手稿文献论坛”“2020中国手稿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现当代作家的手稿文献研
究论文数量亦呈上升趋势，一些学术单位还专门成立了
相关研究机构延揽人才。在这一背景下，本届国际手稿
学会议聚焦新材料、发掘新问题、运用新方法，与往年
相比，呈现出三大特点。

聚焦作为手稿文献研究重镇的鲁迅手稿。今年是鲁

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随着 《鲁迅手稿全集》 的出版，
相关话题再次成为热点。与会者中，有十多位是《鲁迅
手稿全集》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或统揽全局，从编纂经
验出发畅谈手稿学理念，或见微知著，以新视角发掘鲁
迅名篇中的隐匿问题，再次彰显了鲁迅手稿在手稿文献
领域的突出地位，体现了鲁迅手稿研究在手稿学中的引
领作用。

涌现出多个特色鲜明的学术研究群体。其中包括王
锡荣教授带领的上海交通大学团队，集中攻坚鲁迅手
稿；沈卫威教授带领的南京大学团队，主要聚焦民国档
案；徐强教授带领的东北师范大学团队，围绕数宗大型
日记手稿做了充分研究。相关学术研究群体的形成说明
手稿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学术氛围，为手稿学进一步发展
奠定了基础。

研究对象百花齐放，研究手法不断创新。除以朱自
清、傅斯年、施蛰存等经典作家手稿为研究对象外，鹿
地亘、陈受颐、鲁琪、杨牧等人的手稿也受到关注。图
像、肖像图片、风景画研究、书法艺术研究、近代手稿
与政坛等方面的研究拓展了手稿学的边界。除传统的经
验研究法外，异本比堪、风格学、笔迹鉴定、图章辨
识、书写材料鉴别等研究方法以及高科技手段的运用等
也受到与会学者关注，体现了手稿研究中的新方法和新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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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颗颗珍珠散落

公共艺术点亮冬奥空间
本报记者 赖 睿

国博推出博物馆研学丛书
攀高峰 建队伍 拓边界

手稿研究亮点纷呈
本报记者 张鹏禹

▲ 北京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水系中的雕塑《舟》▲ 北京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水系中的雕塑《舟》▲ 北京延庆赛区主入口广场上的雕塑《张灯结彩》▲ 北京延庆赛区主入口广场上的雕塑《张灯结彩》

▲ 北京冬奥村下沉广场入口的雕塑《一路风景·生命的律动》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 火线上的姐妹（中国画） 杨力舟 王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