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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把中华创世诸神塑
造成一个个鲜活的人

耳熟能详的中华创世神话到底怎么

画？创作过程中，我们试着厘清一个个

疑问。

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神话有一个

伟大的优点，凡是意识永远抓不住的，在

神话中都可以通过感官和精神看到并保

留下来。由此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塑造当

然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

先有造型还是先有故事？创作初

期，大家曾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我们

按惯例为伏羲、女娲等人物画了很多造

型，每个人笔下的造型都不一样，就如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后来作

家孙顒先生讲了一句很有启发的话：有

故事就有造型，有故事就有形象。这给

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不管画的伏羲、女娲

是什么样，先把故事讲出来。故事有了，

画好了，形象自然而然便树立了起来，这

是第一步。

那故事要怎么讲呢？赵昌平先生编

著、总计40余万字的《开天辟地——中华

创世神话考述》一书给我们的造型创造提

供了有力的文字支撑。这本书系统地整

理了从前零落的神话记载和口头传说，更

清晰地告诉我们原来中国的神话是可以

与西方的希腊神话媲美的，它是一个源

头，一条线索，也在讲述我们自己民族的

发展过程、寻觅中华民族的智慧、信仰与

民族精神。每个参与创作的画家首先要

认真将这本书读懂，把故事梳理清楚，并

从中汲取到丰富的创作灵感。

画神话，我们如何不拘泥于固有的

描述？又如何把神变成人？也在考量艺

术家的创造力。据古籍记载，神话人物

常以半人半兽的形象出现，塑造人物并

不容易。在不断研究探讨中，一位学者

表达了“远古图腾应体现在头饰和武器

装饰上”的观点，为绘画作者们找到了一

个避免半人半兽形象出现的合理性。诚

然，应该认识到这些神话人物最初其实

都是基于人类的形象产生的。女娲是中

华民族的女神，而伏羲和夸父则象征着

一种男性的力量，有了这些理解，艺术塑

造便不再令人感觉难以触及。而上古神

话中诸如阴阳、八卦那样晦涩的概念，也

融入到故事情节中，变得更为贴近现代

审美，更加便于现代读者理解和接受。

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的源头，也需要

回归神话英雄身上的人性。这样的共识

在此次创作中至关重要。我们对于创作

者的艺术风格、手段、形式都不做限制，

但求抓住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刻画，用艺

术放大人性的“真善美”。正是这些认知

上一连串难题的解决，使美术创作工程

得以全面铺开。

各民族艺术家共同
讲述创世神话的故事

整个工程的美术板块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76件大型主题美术作品，这也是

此次成果展的视觉核心。

创作的过程，是数易其稿的过程。

记得有位画家画《禹伏相柳》。相柳是传

说中的凶神，蛇身九头，食人无数。大禹

见他如此猖獗，运用神力杀了相柳，为民

除害。画家最初将相柳画成蛇身加上多

个人头的张扬状态，后来评审们给他的

建议是，索性就把相柳描绘成若干条蛇，

以蛇象征其凶猛之相。这样一改，画面

一下子就生动了，同时也把故事讲清楚

了。而在唐卡《女娲造人》中，原本女娲

在画面中心，她所创造的孩子只有零星

几个，画面显得单薄和平淡。评委们认

为，几个孩子的数量不足以使女娲被称

为中华民族之母。于是我们找到在西藏

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画家韩书力帮忙，请

他用藏语与藏族画家沟通对于画面的理

解。最终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中的画面

是数百个孩子包围绕着庄严的女娲，确

有世间万物之母的感觉。

类似这样的推敲，在创作过程中比

比皆是。我们一直在试图将画面中我们

看到的神话故事同现实世界里的生活联

系在一起，让人们易于解读和联想。

另外，为什么我们选了全国各地那

么多画家参与，例如西藏画家拉巴次仁、

巴玛扎西，内蒙古画家海日汗，新疆画家

亚里昆 · 哈孜等。这是因为他们特有的

艺术样式和绘画语言，对神话的理解同

我们有不同的视角。例如表现“五服”与

“九州”两种制度相互为用的《九州、五

服、四海》，是一位西藏画家用唐卡的形

式表现。画中图像如两个图腾，传递的

是藏传佛教对阴阳的一种理解，很好地

抓住了这个神话故事的内涵。这其实也

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各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共同讲

述一个创世神话，把对神话故事的理解

链接在一起，我们相信定能将这个故事

讲得更加清晰饱满。

作品评审过程中，我们这些评委是

非常严谨的。雕塑家蒋铁骊先生的雕塑

作品《大禹治水定九洲》反响非常好。这

是他第二度参加工程带来的作品。几

年前的第一批创作目录中，他曾经选择

了“后羿射日”主题，但评委认为第二批

创作启动目录中的《大禹治水定天下》

更适合他的发挥，建议他替换，果然好

评满满。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艺术家了解到

这个项目的重要意义之后，思想灵光的

触发会产生创作的自觉性，最终变成创

作的冲动。记得来自广东的吕庆河创作

《禹平三苗》，给我们递交了三张不同的

画稿，供我们遴选。评委们觉得三张都

不错，最终建议他将三张画组合成一张

大画来呈现。

参与第一批创作的艺术家多为知名

画家，第二批的20多位艺术家则多是从

参加全国美展的600位作者中海选出来

的，来自近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他

们很多人都很年轻，甚至名不见经传，创

作态度却都非常认真，呈现效果也不逊

色于第一批。最终76件主题美术作品涵

盖国画、油画、雕塑、版画、漆画、壁画、唐

卡、综合材料等多种表现形式，呈现出丰

富的艺术风格。这次创作也成为城市包

容性的一种体现，更是上海这座城市为

中华文明探源所作的一些努力。

因为疫情以及物理距离的原因，我

们评委与作者之间的联系很多时候就是

通过微信、电话反复沟通、推敲的。我与

王劼音、奚阿兴、张培成、韩硕、李向阳、

杨剑平、邱瑞敏、朱国荣、周长江、殷雄、

陈翔共十多位资深艺术家组成专家团

队，评委与作者素不相识却亲密无间，在

评审过程中，不时会给作者勾画人物动

态和背景处理的图像供作者参考。很多

作者都表示这样的沟通很亲切、暖心。

其实评委的责任与艺术家的创作是连在

一起的，大家有着同一个目标，这便是能

画好一张张画，讲好一个个故事，也因而

才能促成一件件较为令人满意的作品。

理解并塑造出鲜活的历史人物，需

要创作者的情感投入和情怀表达，唯此

才可能承载起这份沉重的英雄力量。西

方神话人物通过几百年的反复创造，已

逐渐深入人心，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

凡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形象，往往都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普及和提高的过程。我们

从绘本绘制着手，解放思想，充分发挥画

家们独特的、个性化的想象力，让创作走

到大众的视野中去，获得进一步的滋养

和提高。

七年来，中华创世神话美术板块的

成果除了76件气势恢弘的主题美术作

品，还包括30组总计850幅绘本作品。

别看它们尺幅较小，在工程中却占据相

当重要的位置，也花去相当长的时间探

路。这是工程的首批成果，也是首次以原

创绘本形式梳理中华文明之源，我们邀请

了众多名家参与，通过30个故事将看似零

乱分散的中华创世神话汇编成有机的体

系。这套绘本不仅摘得全国美术图书的

金奖，也为日后大型主题美术创作中的

人物造型做了探索和依据，也使接下来

的美术作品创作过程的开展有了底气。

让创世英雄的形象
鲜活留存在国人心中

我们曾经花费很长时间构想《开天

辟地——中华创世神话》的创作，目的恰

是为了梳理中华文明的源头。神话是各

民族文化意识萌芽期的创造，蕴藏着祖

先对自然和世界原始认识及丰富想象。

正如古希腊神话之于欧洲文明，上古神

话之于中华民族之魂，先民为了生存与自

然不断抗争，为了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留

下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自信与自强精神。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中国哲学

思想的精髓，从开天辟地到鼎定天下无

不是对中华文明的探源。博大精深的思

想体会和价值理念，是讲好中国故事的

关键。工程美术板块的意义远远不止于

这106件/组作品，我们探寻我们从哪里

来，往哪里去，为中华民族塑魂铸魄。当

艺术家把艺术创作作为生命的一部分，

将真善美的表达视为毕生的追求，他们

的创作将会继续前行，给我们的民族留

下一批耐人寻味的文化财富，这个工程

的意义将会更加深刻。

当我们的祖国在日益强大的时候，

更需要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传承体

系，在国际语境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树立起中华民族的历史观，自信地面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中华创世神话中无论盘古开天、大

禹治水还是后羿射日、鲧和夸父的故事，

无不敢于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人民的幸

福，让我们看到不屈不挠的勇气。为这

些神话创作可视化形象，其实是在塑造

我们心中的英雄人物，也是在唤起对于

英雄主义的崇尚。我们有责任用图像去

再现这种人们世代传颂的美好，让他们

的形象更加鲜活，永远留存于中国人心

中，因为那是一颗颗滚烫的心！

（作者为著名画家、“开天辟地——
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
程”组委会美术组组长）

用艺术放大中华创世英雄的“真善美”
施大畏

正于中华艺术宫举办的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
（简称“工程”）成果展，可谓工
程历时七年创作研究成果的
全景呈现，展示上海在实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新
作为。其中，成为展览视觉核
心的76件主题美术作品尤为
引人注目，让人们看到一大批
中华创世英雄的形象变得如
此清晰和可亲近。本期“艺
术”，我们约请专家以这些美
术作品和此次展览为切入口，
来解读工程的意义与价值。

——编者

从“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中的美术创作说起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
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成果展对于策展
来说是一次挑战，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
美术作品展，更是涵盖了各个文艺领域
的创作成果，包括美术、文学、学术研
究、戏剧、书法、儿童美术等各个门类的
综合展。在策展理念上，在展陈布置
上，在展厅分布上，在动线设定上，需要
颇费心思。

整个展览既要体现出创世神话的
内在逻辑，主干清晰；又要覆盖到各项
成果，面面俱到，这种考验，已经远远超
越往常的经验的范畴；而应对这种考验
的基础，是对于“中华创世神话”及工程
的透彻了解和深入研究。

整个展览的叙事结构依照创世三
部曲来展开，第一部分为开天辟地，讲
述的是世间万物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
包括了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等故事；第
二部分为法天象地，讲述的是人类文明
的起源，包括了钻木取火、农耕渔猎等
故事；第三部分为改天换地，讲述的是
民族国家的雏形，包括了涿鹿大战、鼎
定天下等故事。在以大型主题美术作
品为核心轴，附之以连环画作品，串联
起展览的主要动线的同时，另一条线索
也展开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其他
文艺样式的成果展示。所有展品共同

构成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视觉冲击，让每
一位观众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历时
七年有余的工程实实在在的成果。这
些成果充分显示了上海在创世神话的
创作、研究和传播上，形成了较大的规
模，凝聚了较强的队伍，开辟了较广的
领域。而展览的意义不仅仅是展现了
工程的丰硕成果，更是一次全方位的对
中华文明的探源。

展厅的色调经过了多次的选择和
反复的讨论，在多种尝试后，我们最终
选择了黄色。黄色，在中华民族的文化
观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土
德之色，也是中和之色、中央之色。一
方面，黄帝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都
是炎黄子孙；另一方面，我们是农耕民
族，黄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此次
展览四个主展厅选用了不同的黄色，分
别代表了阳光、土地、稻麦和黄袍。这
些极具中华传统文化表征的色调，与开
天辟地的主题十分契合。

在空间布局上，展览由一个中央序
厅，三个左右展厅，以及一个中厅和一
个横向展开的大厅组合而成。序厅、中
厅居中，其他几个展厅分居左右，整片
区域形成沿中轴线左右展开的布局。
中轴线在中国的空间布局中具有特殊
的意义，是最古老最有约束力的手段，

它使空间具有了秩序和条理，具有强烈
的礼制色彩、浓郁的理性精神。这和从
混沌初开到民族国家雏形形成的神话
叙事逻辑两相呼应。

通过对工程的梳理，我们深切认识
到，中华创世英雄形象丰满，创世故事
异彩纷呈。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大禹鼎
定天下，中华创世神话以丰富的想象
力和伟大的创造力，为我们描绘了风
云诡谲、宏阔壮美的巨幅画卷，在解释
世间万物的起源、人类的由来以及民
族国家雏形初成的同时，也深刻反映
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精
神伟力。

从中华创世神话中，我们可以寻
绎到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
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
渊薮。

从混沌初开，到文明初创，再到九
州归一，中华创世神话既是一部波澜壮
阔的史诗，也是中华祖先筚路蓝缕、自
强不息的奋斗历程。如果说神话是先
民的心灵之梦，那么创世英雄则是先民
的精神偶像。和西方创世诸神有着本
质的不同，中华创世英雄与其说是人与
神的合体，毋宁说是人的神性化身。他
们开天辟地、翦凶灭灾、开山治水、为民
请命、公而忘私，德被天下、福泽众生。

他们化育人间万物；他们以人为本，具
有救世情怀，集美德和贤能于一体。他
们身上寄托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梦想与
憧憬，他们身上道德的高华、人性的光
辉和人格的魅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神力
和威权，他们是中华先民共同的“祖先
想象”，所以，创世神话其实是中华祖先
的丰功伟绩。

中华先民观天察地，循时而动，肇
创文明，秉承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
核心价值理念。人与天地相参，然后可
以成功。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形成真
知，进而创造发明，推动人类进步。我
们的祖先不仅体现出对自然规律的认
识、把握、尊重和巧用，更展示出自强不
息、敢想敢干、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斗
争精神。他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在创世神话中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这种凝聚力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
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内核，他们
的精神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深层基因和
思维密码，至今依然是激发我们文化自
信的深远力量。

（作者为“开天辟地——中华创世
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成果展
策展人、中华艺术宫馆长）

发掘中华文化的
深层基因和思维密码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成果展缘何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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