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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现代人内心的柔软处

   版 · 文艺百家

小角色的分寸感

   版 · 影视    版 · 艺术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以其不断增强的

综合国力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发展格

局。这种观照全球的眼光，既让中国美术

的当代视野极为开阔，也让中国美术高度

自信地走出自主发展的新路。

一个鲜明标志，就是新时代美术没有

按照所谓全球化艺术模式来规定其当代

性样式，而是在继承中外一切优秀传统的

基础上，通过艺术所凸显的民族复兴形象

与宏大史诗叙事，展现一个民族的现代艺

术精神与现代语言形制。

大历史观大时代观
的使命意识，促发视觉
史诗创作新高潮

从来没有哪个历史时期像新时代这样

如此深刻地把美术繁荣发展与塑造民族、

国家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入新时代

以来，国家层面立项并先后组织完成的大

型美术创作工程，基本以百件数量级的作

品量和博物馆级的作品尺寸，填补了中国

美术史有关大型历史画创作的空白，完成

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国家博物馆、国

家和省市级美术馆等有关中华文明史、中

国革命史、改革开放史，尤其是新时代中华

民族全面复兴繁荣历史的视觉史诗建构。

比如耗时三年、荟萃了当代美术精英

而实施的建党百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是

党史题材美术创作首次覆盖百年各时段、

最能体现当代党史研究成果与当代艺术

创作风貌的一次百年党史视觉艺术再现，

这些作品尺幅巨大、场景开阔、人物众多，

将历史风云与人物塑造融为一体，既体现

了历史画宏大叙事的造型艺术传统，也体

现了多维空间组合、多种图像隐喻的当代

艺术创造。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广场上

矗立的五座纪念碑式的主题雕塑，是建党

百年最能留得住的公共艺术。党史百年

艰苦卓绝却永葆初心的奋斗精神，都高度

浓缩在《旗帜》《信仰》《伟业》《攻坚》和《追

梦》这五组群雕之中，人物塑造的个性化

与典型性、形象描写的细节化与象征性、

整体造型的动态性与凝固感，堪称新时代

为历史创造的时代艺术经典。

对于视觉史诗的书写，还体现在新时

代举办的第十二、十三届全国美展，第五、

六、七届全国青年美展以及众多各种全国

性美展之中，人们感受到的是美术家对于

新时代社会生活全方位的触摸，以及他们

通过精巧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个性化语

言对新时代现实生活的审美映现。新时

代主题性美术作品所描绘的当代社会生

活面宽广、丰厚而富有温度，那些描写青

年们自己身边生活，发掘了他们身上所传

递的时代气息的作品更让人印象深刻，成

为新时代最有力度的时代形象。

守正创新的发展
观，全面激活美术各门
类平衡持续繁荣

视觉史诗的书写所唤醒的主题性创

作，最根本地关涉了对造型艺术本体价值

问题的探讨。

艺术全球化所宣扬的艺术当代性，主

要指媒介跨越或媒介边界不断被模糊的先

锋性，观念艺术被高度政治标签化并反对

其基本的审美属性。但如果艺术的当代性

仅仅指涉用当代多媒介特质进行图像生产

与图像转用，进而否定造型艺术那些最基

本的艺术规律与审美特征，那一定存在着

思维逻辑缺陷，是应当警惕的全球化意识。

新时代中国美术最大的自信，就是不

再仰望和盲从那些把媒介创新作为当代

性唯一特征的当代艺术学说，而是回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弘扬中国画写意精

神之中进行现代艺术语言的创新转化。

在众多美术创作工程中，不乏大型现

代中国历史画创作，这些画作既要通过场

景描写营造历史环境，也要塑造有血有肉

的历史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是

中国人物画，这意味着传统笔墨与现代人

物造型的有机结合，并能较好地体现写意

人物画的艺术特点。显然，中国画的现代

发展始终是新时代美术创作最深刻的艺

术创新体现，它一方面要能呈现图像时代

的视感经验，另一方面又能深蕴中国画的

写意精神与笔墨传统。

工笔画在新时代获得的全面繁荣兴

盛，最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种绵延千年的

绘画如何在描绘新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

中汲取丰厚的现代精神，如何在凸显现代

视觉经验中进行的创新性发展，它是新时

代传统绘画绽放的最艳丽的花朵。

的确，没有哪个时期会像这个时代的

中国艺术这样，如此深刻地具有民族的根

性意识和如此强烈的创造精神，而协调这

两者紧密结合的则无疑是对中国现代生

活的深刻体认，尤其是这种体认深含的现

代社会人文精神。

实际上，这种守正创新已被作为艺术

方法论而被延伸到一切引进而来的油画、

版画、水彩、雕塑等门类。在新时代，对欧

洲油画传统的尊重使中国勃兴新古典主义

并形成庞大的写实艺术群体，这成为新时

代中国绘画的主流现象，也是世界艺术史

罕见的当代奇观。新古典、新写实并非欧

洲传统绘画的复制，而是现代中国美术家

如何在承传欧洲油画传统的基础上予以本

土化改造与当代性创新。“意象油画”是新

时代美术的热词，意象油画研究院缘此创

建，其每年举办的制度化的观摩研讨以及

举办的“意象油画双年展”等，都是新时代

在本土深耕外来艺术并对其赋予新的文化

活力的典型艺术案例。

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是新中国创建

的国家级全国美术创作盛会，新时代举办

的第十二、十三届全国美展让人们看到国

画、油画、版画、水彩、雕塑、壁画、综合画

种和艺术设计的均衡发展，还凸显了综合

材料绘画、漆画、陶艺和实验艺术等新领

域的艺术成果。这鲜明地区别了以装置、

影像、观念为主导而排斥所有架上艺术的

所谓全球化艺术，这种对包括外来艺术在

内的全美术门类的平衡性发展，正是新时

代中国美术当代性独有的表现，其背后深

蕴的正是“守正创新”的文化发展理念。

打开院墙与引入殿
堂，科技艺术赋能的新
业态

“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美术馆建设要“在高质量

收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服务上下功

夫”。正是在新时代，我国逐渐形成了一

个新艺科调整、美术馆软件提升，让美术

教育打开院墙、使公众走进艺术殿堂，通

过科技赋能艺术的新型美术业态。

文艺对全民族、全社会的“培根铸魂”

作用，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艺术家伟大的

时代使命。美术教育既是美术专业技能

培养，更是提升全民族美育的重要方面，

这意味着美术教育的学科建设要体现有

关人的审美理想、审美品格的养成。新时

代美术学科的调整与完善，突破了造型艺

术、艺术设计的学科单一性，把动漫、建

筑、环境、数媒、实验艺术和视觉传达等均

纳入同等比重的学科建设范畴。新艺科

的交叉互融，表明了专业美术学院为适应

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从单一的艺术家培

养转换到多种艺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

科配置变化。

新时代全国美术馆迎来大建设的新

高潮，美术馆建设不仅已达到对全国各

省、区、市的覆盖，而且中华艺术宫（上海美

术馆）、广东美术馆白鹅潭新馆、武汉美术

馆琴台馆、深圳美术馆新馆等都是老馆新建

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超体量的美术馆。

这十年，文化和旅游部通过持续组

织全国美术馆藏品展出季、全国优秀策展

项目及公教项目等评审机制，极大地促进

了美术馆行业对作品的高质量收藏、高水

平利用和高品质服务；而定期举办的策展

人培训班或各种类型的策展讲座，也有效

提升了国内美术馆在展陈策划上的学术

水平。走进美术馆，已成为新时代公众日

常文化休闲与提升艺术欣赏的一道靓丽

风景。

新时代中国美术走向国际已十分普

遍，这不仅体现在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

文献展等大型国际艺术展少不了中国艺

术作品的份额，而且北京双年展、上海双

年展、广州三年展也不乏众多国际当代艺

术家的积极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双年展

中国化现象特别突出，一方面是将架上艺

术予以双年展制度的策展，如已持续七届

的杭州中国画双年展、持续五届的中国油

画双年展、持续11届的深圳水墨双年展

等，都试图通过双年展体制来推动某个画

种的当代发展，形成了鲜明本土特色的双

年展机制；另一方面则是在成都、济南、昆

明、武汉等新一线城市创建双年展，其邀

请的国际艺术家均来自20余个国家及地

区以上，展品规模多达272至476件/组之

间，并着眼于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大量运

用虚拟仿真、AR、VR、影像互动等科技艺

术，探索作品的多元形态表达，极大地增

强了观众的沉浸式观展体验，体现了艺术

新质生产力对城市发展的崭新赋能。

应当说，新时代所打开的美术教育院

墙、所提升的美术馆流量、所探索的科技

艺术交叉，都共同指向了中华民族整体美

育水平的提升与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

聚增，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美术新业态。

（作者为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
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导）

中国美术正在走出自主发展的新路
尚辉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
创新如雨后春笋，AI大模型、文生视
频、虚拟数字人等在各个领域开始崭露
头角。在科技不断迭代的背景下，文化
创意能够为前沿科技应用场景提供丰
富的内容支撑与设计灵感。通过文化
创意的赋能，科技应用场景不仅能够实
现技术价值的最大化，满足更为多元的
文化科技需求，而且文化与科技的交融
能够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容产品，推动
产业升级。

为科技应用场景
叠加艺术美感

科技的应用场景，存在一个不断尝
试与探索的过程。恰如计算机科学家
米歇尔所言：“人工智能是将谷歌机器
各种产品、服务和没有明确目标的研究
与其母公司Alphabet联结在一起的
黏合剂。”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探索应
用场景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黏合剂”
的过程，而文化创意正是这一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要素。

文化创意本身是一个充满活力和
多元的领域，涵盖文博、艺术、设计、传
媒、娱乐等多个方面，通过与前沿科技
的结合，能在组织或模式上有效释放科
技的潜能，建立更加高效、灵活的科技
应用场景构建机制。如故宫博物院与
京东方的跨界合作，就是以“数字故宫”
为核心文化创意，为数字显示及物联网
领先科技在文博领域找到新的应用场
景。科技本身可能具备先进的技术特
性和功能，但如果没有与科技性能相契
合的文化创意相融合，就很难在市场中
脱颖而出。如家庭三维电视、手机投
影、消费级3D打印机等，之所以市场应
用率不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在技
术转化中缺乏高效发挥其技术价值的
文化创意，以致内容产品中文化与科技
未能实现有机的相互赋能。

发挥文化创意对科技应用场景的
支撑作用，关键要用文化创意引导科技
应用场景的开发。优秀的文化创意能
够打破传统思维定式，为科技应用注入
新颖、独特的元素和概念。通过创意设
计，可以将技术特性转化为具有艺术美
感和创新性的表现形式。

河南卫视“节日系列”探索的是以
“创意+艺术+技术”为核心的创作路
径，以文化创意的视觉呈现，综合使用
三维建模、染色“复原”、AR（增强现
实）、XR（虚拟空间扩展）等技术，创作
出视觉效果“炸裂”的内容产品。可见，
优秀的文化创意能够为科技场景应用
提供丰富的故事叙事和情感连接，同
时，技术特性也能恰如其分地融入文化
创意的呈现中，创造出文化内容独特且
富有吸引力的应用场景。

为科技应用场景
注入情感因子

科技的应用场景往往被限定在流
水线式的机械运动，这是工业社会的机
器化大生产给人们留下的刻板印象。
传统的科技应用场景也往往局限于某
一特定的领域或行业，然而，当文化创
意与科技结合时，文化创意的丰富想象
力和创造力，为科技场景应用带来了更
多的可能性。

之所以文化创意与科技场景的结
合，能塑造出活力彰显的文化艺术氛
围，就在于文化创意本身融入了独特的
艺术、设计和传统元素，能够以其独特
的视角和表达方式，赋予科技更多的情
感色彩和文化内涵，使之契合乃至超越
人们的情感期待。

备受关注的“又见平遥”“不眠之
夜”“乐动敦煌”等沉浸式演艺新空间的
构建，首先在观念上突破传统演艺空间
的认知局限，打破观演边界，将观众变
为演出的一部分，同时，配之以灯光、全

息影像等沉浸式文化科技相融合的空
间场景，强化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使得空间、表演者、受众共同构建出一
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艺术世界。

增强文化创意对科技应用场景的
赋能，应进一步提升科技应用场景的创
意性体验设计。体验经济是现代文旅
产业的核心，它以创意为核心支撑，强
调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获得的愉悦感
等情感满足，而科技应用场景则构成了
创造这种独特体验和情感满足的平台
和手段。“遇见大庸”中全新设计的移动
式沉浸观演骑乘装置系统，“寻梦牡丹
亭”中运用全息数字影像技术和巨型圆
环装置设置的投影等，以新媒体创意叙
事方式与现代演艺结合，突破了传统演
艺场景的静态“画框式”体验方式，将观
众带入一个多维度的、全方位的、可互
动的演艺空间中。因此，文化创意为科
技应用场景注入了丰富的故事性、艺术
性和文化内涵。通过融入独特的创意
元素，科技应用也不再是冷冰冰的技术
展示，而是创生为生动、有趣且富有吸
引力的可体验性活动。

为科技应用场景
增加向善维度

科技应用场景是一个关联多个产
业要素的生态系统，包括技术基础、开
发者社区、应用平台、用户群体及相关
市场环境等。这个生态系统以功能和
效率为底色，技术不仅是实现各种功能
和服务的基础，而且科技的迭代也推动
着整个生态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科技为追求功能和效率往往自持
以“中立”的角色，尽管这种观念常为人
诟病，但在实践中仍不乏以技术中立为
自己辩护的论调。从之前云存储的“中
立云”，到AI换脸案件中的“价值中
立”，无不呈现出科技应用场景中价值
观“向善”维度的缺失。而文化创意与

科技应用场景的结合，则不仅是新质素
的融入，更重要的是文化创意强调以
“向善”的价值观衡量科技的应用场景
及其相关生态结构。

文化创意注重人文精神和艺术美
感在实践中的显现，这促使科技应用
场景在设计之初就必须考虑到科技应
用的价值理念和审美期待，关注如何
通过场景与用户建立情感连接，提供
更具人文关怀的使用体验和观赏体
验。因此，在人文理念的加持下，科
技应用场景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应用
技术创新，而是应探索科技与人文、艺
术的结合点。

数字绘画、数字雕塑，乃至日益流
行的AIGC创意性创作在当前备受关
注，既在于科技具有的魔力使人惊艳，
也在于它引发了人们对新科技应用场
景的人文思考与价值评判，如对用AI

进行“逝者复生”伦理界限的讨论。因
此，从文化观念、审美追求和道德伦理
等角度审视科技应用场景，不仅是关注
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和创新，也需要思
考这些技术如何与人类社会的价值观、
文化传统和伦理规范相协调，如何从
“向善”的维度调试与科技应用场景相
关的结构性生态，使技术开发、业态呈
现、情感引导等结构性要素具备“向善”
的导向，实现文化创意与科技场景的和
谐统一。

因此，文化创意赋能科技，并不是
简单地在科技的应用场景中以数字的
形式将文化数字化或数字文化化，也不
是通过科技的加持实现文化创意价值
的最大化，而是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跨界
融合，有效促进文化、科技与空间、产
业、内容、价值等多要素的互动，在资源
的重新配置中实现一种更深层次、更广
泛的融合与创新。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
所副研究员，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艺术美感、情感因子与向善维度
——文化创意能够为前沿科技的应用场景带来什么

王林生

 在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馆西广场上矗立

的五座纪念碑式的主题

雕塑，是建党百年最能

留得住的公共艺术。党

史百年艰苦卓绝却永葆

初心的奋斗精神，都高

度浓缩在《旗帜》《信仰》

《伟业》《攻坚》和《追梦》

这五组群雕之中，人物

塑造的个性化与典型

性、形象描写的细节化

与象征性、整体造型的动

态性与凝固感，堪称新时

代为历史创造的时代艺

术经典。

图 为 其 中 的 群 雕

《追梦》。

（图源：视觉中国）

 备受关注的“又见平遥”

“不眠之夜”“乐动敦煌”等沉浸

式演艺新空间的构建，打破观演

边界，使空间、表演者、受众共同

构建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的艺术世界。

图为全球首部洞窟式沉浸

体验剧《乐动敦煌》。

威尼斯画派的最后之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