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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决心》：
那些被困住的母亲

   版 · 影视

上博东馆：
开放与共享的非传统博物馆

   版 · 建筑可阅读

文学新观察

出于真 兴于善 成于美
——网络创作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运用

许苗苗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主题性绘画承
载了传达社会主流价值观、表现历史重
大事件的复合型功能，并在上海开放多
元的文化氛围中获得了丰富的呈现方
式。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新兴
艺术的策源地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其得
天独厚的历史文脉资源为许多艺术家
的主题性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源泉。

纵观当代上海主题性绘画的发展
现状，可以看出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表现
题材、艺术语言和精神内涵呈现出多元
发展的趋势。从作品题材上可以大致
看到四类内容：表现上海重大历史事
件；表现城市红色文化基因；表现城市
发展与建设；表现当代城市生活。在对
不同题材的处理中，对历史真实和艺术
真实的探索成为了艺术家们追求的共
同母题，并揭示出上海当代主题性绘画
独特的发展规律。

表现重大历史事件

谈起主题性创作，最常联想到的是
历史题材绘画。从达芬奇《最后的晚
餐》，到基里科《梅杜莎之筏》，再到列宾
《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历史题材
创作在绘画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并时常
被认为是主题性创作的近义词。新中
国主题性绘画的发展受到苏联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强烈影响，并塑造了一代
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在当代，随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的推进，图像时
代以绘画表现史诗已是中国艺术家的
重任。

李前的油画《解放上海之宝山战
役》通过表现解放军在宝山战役中冲锋
前线的恢宏场景来塑造战士们英勇善
战、不畏牺牲的英雄形象。画面中心聚
焦在中央三个战士身上。右侧的战士
手指前方，引领着大家向前冲击。左侧
的战士已负伤即将倒下，被中间的战士
支撑着。两个人物的动态呼应了苏联
画家莫伊谢延科的作品《胜利》中的人
物造型。在历史题材绘画中，艺术家需
在有限的画面空间中塑造出真实可信
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叙事情节，这意味
着情节的戏剧性与人物造型之间的戏
剧性息息相关。作者在此为画面整体
赋予强烈的明暗对比和戏剧张力，让战

争的惨烈与悲壮透过画面人物的精心
安排而变得触手可及。艺术评论家尚
辉指出，历史主题性绘画通常采用类
似独幕剧的单一舞台画面，通过精心
组合正面、侧面和背面的人物，以创建
清晰的空间坐标。这种高度概括性的
布局使得观众能够迅速融入画面，产
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类似题材作品还
有孙化一《解放上海之邮电大楼战役》、
李淜《解放上海之金融战役》、石奇人
《曙光——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陈宜明、
颜秉卿与任今今合作的《晨曦——解放
上海》等。

为了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并使画面
具有可识读的视觉信息，历史题材绘画
多数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并
且追求画面场景的戏剧性效果和典型
人物的塑造。为了让作品能兼顾对历
史的忠实和艺术家的个体表现，有效处
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
成为作品成功的关键。一方面，主题性
美术创作需要建立在可靠的历史资料
之上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绘画语
言、人物设计和场景构思的艺术性则是
评价历史题材作品优劣的核心标准。
尚辉认为，绘画的艺术创造不仅体现在
对戏剧性情节某一瞬间的选择和设计
上，还体现在对人物造型、体态和表情
的戏剧化处理上，通过这些手法来增强
人物关系的戏剧效果。历史题材绘画
在图像时代表现出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成为图绘视觉史诗的重要载体和当代
上海主题性绘画的重要课题。

表现城市红色文化基因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浓
厚红色文化底蕴，成为当代主题性绘画
创作的重要课题。

洪健《上海 ·红色起源地》以中共一
大会址、二大会址、四大旧址以及《新青
年》杂志旧址等九处红色文化旧址为表
现对象，用局部特写拼贴的方式描绘并
展现上海丰厚的红色文化渊源。作者
精准刻画了不同石库门的造型特征，着
力表现门框上的雕花样式，为建筑墙面
赋予独特的年代感与庄严感。九组图
像在色彩倾向和观看视角上的细微差
异使它们即相互区别又彼此呼应，体现

出作者对画面形式独具匠心的思考。
马婕的《跨越时空的信——龙华革命烈
士纪念地之送新兵》描绘在上海龙华烈
士纪念地送行新兵的场景。浑厚的红
色背景与新兵们的绿色军装形成了鲜
明的色彩对比，在先烈们的注视下，新
兵们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并踏上属于自
己的从军之旅。传统与当下跨越时空
的对话在此获得了直观的展现，并成为
了主题性绘画与现当代艺术语言的成
功案例。类似题材的主题性创作还有
李前《中共一大纪念馆开馆》，张培楚、
贺兰山《建党五人》等。红色基因是上
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代
视角回看历史记忆，为红色文化赋予新
的生气，并为当代主题性创作赋予新的
可能性。

表现城市发展与建设

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自改革
开放以来经历了飞速发展。城市在工
业、经济、基础设施、市容市貌等方面都
获得巨大提升。这一发展历程为当代
上海主题性创作提供了发挥空间。

邱瑞敏、王剑锋和金临创作的《晨
曲——浦东崛起》通过俯瞰的视角描绘
在浦东陆家嘴高空作业的一组工人形
象。显著的透视为画面赋予强大的视

觉张力，让观者身临其境的同时不禁赞
叹城市建设工人的艰辛与不易。中央
主体人物双手向上举起，不仅提升了画
面的视觉中心，同时也呼应了标题中
“崛起”的内涵。在构图上，前景的钢筋
结构和背景的黄浦江河岸均形成了相
互呼应的三角形走势，增加了画面构图
向上聚焦的形式感。在此，艺术家有效
地将上海的发展建设与城市的特征进
行了有机结合。施大畏指出，艺术家在
表现上海这座城市时，首先需要对其有
深入和亲身的了解。他们要了解这座
城市的历史本质、美学特征以及生活形
态的演变，还要熟悉它的独特之处、精
神面貌和日常生活。张培础、季平、韩
松的作品《飞的梦想》描绘了中国航空
工业上海制造厂研制大型喷气式客机
的繁忙场景。全景式的构图有效地将
飞机的全貌囊括在画面之中，四周聚集
的工程师正专心地钻研飞机的研发工
作。虽然画面中人物体积较小，但是却
能鲜明地感受到建设团队高涨的热
情。刘曼文《磁悬浮腾跃》则通过组画
的方式，用富有现代感的表现形式展现
了磁悬浮列车的轻盈与迅捷。画面中，
作者通过车厢窗户的反光巧妙地表现
人们等待磁悬浮的场景。画面色调干
净通透，构图形式新颖，有效地表现出
磁悬浮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的独特作用，
以及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属性。

上海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历程可以
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和表现，类似的主
题性创作还有李向阳《饮水思源——记
青草沙源水源地工程》、杜海军《中国智
造的“国家名片”》和殷正洲《“一带一
路”上的上海建设者》等。在这一类创
作中，对上海当代城市属性的挖掘以及
对现代绘画语言的融合，为主题性创作
的表现形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表现当代城市生活

当代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趣味性
成为当代上海主题性绘画表现的又一
主题。这类创作将视角聚焦日常生活
的点滴，通过对平凡生活的感悟来挖掘
艺术表现的对象。这种创作方式以创
作者的个人经历和体验为起点展开，体
现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的转变。它
将普通人的生活置于创作的核心位置，
运用以小见大的叙事方法，使平凡的日
常生活成为主题性创作的“主角”。

徐乔健《上海的八月 · 梧桐树下的
咖啡》描绘了上海夏日的一处街景。年
轻人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路边，在梧桐树
荫下度过悠闲的夏日时光。画家将写
实的造型技巧与平面化的形式语言进
行了融合，使画面透露出浓郁的现代都
市气息。洪健《熊爪咖啡》以网红熊爪
咖啡为主角来表现都市青年的生活状
态和意趣。作者将画面切割成九宫格
的形式，每个画面展现出购买者与咖啡
不同的互动方式，从侧面反映了城市中
“网红”“打卡”“自拍”等当代城市生活
元素。张可扬《中华艺术宫10年再出
发》描绘了中华艺术宫内参观者络绎不

绝，拍照留念的热闹场景。作者对画面
人物进行了饱满的排布与设置，人物的
交错与重叠以及大家争相拍照的场景
传达出人们对艺术的热情与渴望，而人
群中的外国人形象则反映出上海这座
城市的国际化特征。在绘画语言上，作
品既体现出传统写实绘画的造型功底，
同时也体现出图像时代下人们的观看
方式与习惯。

当代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
趣味性为主题性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觉
元素和形式灵感，并促进了写实绘画语
言的多元发展。艺术家通过创造性的绘
画形式，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挖掘人文
精神，并将其融入“文化记忆”范畴中。

当代上海主题性美术创作不仅承
载塑造历史和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使
命，同时也成为记录城市发展和日常生
活的关键载体。对造型艺术的不断锤
炼以及对画面形式的持续创新成为艺
术家探索的共同主题。诚如尚辉所
言，“主题性绘画创作已提升到国家层
面的视觉史诗创作这样一种历史与艺
术双重使命的高度，因而重识主题性
绘画创作的艺术价值，探讨主题性绘画
创作的艺术规律，便成为解决与提高当
代画家思想认识的首要问题。”上海当代
主题性绘画为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探索
空间，并将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而推陈
出新，为谱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
贡献。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
员，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讲师）

陈雨桐 陈扬志

在历史文化独具韵味的环境中，在

网络传播的迅捷车道上，善用资源的优

势，激发大量潜在读者的兴趣和认同，是

网络时代写作的独特机遇。中国网络文

学之所以在短期之内积累海量篇目和巨

大篇幅，正是因为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有

利辅助。

当然，善用资源并非硬搬照抄，网络

的海量作品中，最出色的那一类正出自

对传统的参通悟透。同为回返汉唐称王

拜相、梦入宫闱一笑倾城的历史与古风

故事，有些读来风格违和宛如“古装照

片”；有些却形神兼备，能顺利让读者实

现感受转换。原因正在于，真正优秀的

作品，其与传统文化的亲缘往往不限于

时代设定和内容类型，还体现在更基本

的价值层面。

自古文贵情真，网络释放了曾受竹

帛刊刻规约的真诚，让民间歌咏被更多

人看见。面对神话与经典，网络写作自

模仿转述起步，体现出主动学习、勤于借

鉴的善能。蓬勃而出的网络故事里，承

前继后、彼此启发的角色家族各美其美，

传承东方应时流转、变动不居的韵味。

相对强调原创性、推崇独抒胸臆的印刷

文学来说，来自民间的网络写作更注重

互动和对话。因此，传统作家在“影响的

焦虑”之下，必须避讳、否认或是绕开前

辈；而网络作家则乐于张扬“影响的喜

悦”，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意味着话题的

引子、交往的借口，与之相关联意味着能

获得同好和知音的认同。

出于赤诚，源自真心

“真”是写作的驱动力，更是网络文

学作者众多、作品量大的基本原因。历

史上文学受制于媒介，要获得流传散播，

就得被编撰者规约。《诗三百》的“思无

邪”来自采诗官的拣选；而真正“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则

往往因不合规范湮没于日常。

网络写作面貌各异，很多作品近乎

直录口语，错字病句和夸张比喻甚至被

网民挂出来嘲笑。确实，比起典范性美

文的传统作家，网络作者在学历、经验、

见识等方面存在短板。但网文为什么依

然有巨量拥趸？那就是因为相比文字的

精美规范来说，网络写作更注重真。

真在网络文学中，一方面表现为以个

人标准进行是非利弊的判断，如《诛仙》张

小凡的仙魔取舍，《择天记》陈长生的“顺

心意”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打破书面语的

“屏面语”写作，如穿书文《成何体统》中，

英语是古代穿越者确认身份的密码，玄幻

高手辰东善用歌词般的节奏韵律构造金

句，古言小说《男主发疯后》模拟说书人的

口吻；语言的活显示性情的真，在网络读

写群体中达成共通认识，即在网络小说

中，常识与规范可让位于效果的精彩。

每个人都渴望抒发真性情，也是网

络媒体最具革新性的力量。虽然当下产

业化平台上不时暴露出对“真实感”的设

计与谋划，但这也说明“真”是不可或缺

的。出色的网络作者在真的基础上精心

营造，以故事情节烘托情感，从而区别于

泛泛的灌水和发帖。网络文学就是日常

对话、插科打诨、逗闷子、讲故事时毫不掩

饰的真实性情，它承接民间文学、通俗文

学、口头文学的“地气”。对真的追求、对

真的表达，是创作的原动力，而网络则为

承袭民间演说传统的创作者提供了跨越

时空的舞台。

敬而不畏，勤学善用

“善”即写作从文化传统获得的资源助

力，是对历史典籍、民俗风情、文学经典的

借鉴汲取，是网络技术和数千年丰富历史

文化赋予中国网络作者的独特便利。

初学写作者常从模仿起步，名作和

经典是构思世界的互文性参照。为什么

网络小说中，玄幻奇幻、修仙同人占绝对

优势，地位无可撼动？正是因为这些类

型的世界设定、角色原型、语言风格等，

都可自悠长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学中借

鉴，资源足够丰富。历史典籍寥寥数语

的记录成为后世生发细化的故事引子，

民间传说在口头的猜测和转述中演化出

经久不衰的谜团。以传奇、志怪、话本、

武侠、鸳鸯蝴蝶、民间信仰、风俗世情等

为前提理解架构，对读者来说，就有了自

带亲切感、辨识度和神秘感的故事线

索。“九州世界”“望古神话”“东方克苏

鲁”等，都在传统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再演

绎，是新审美与老故事结合的成功范

例。凭空创作新形象需要说服公众，而

搭乘传统文化快车则能通过先天辨识度

在“加速时代”脱颖而出，迅速到达最合

适的读者群体。

另一方面，比起强调原创性、独特性

的纯文学，作为大众文化一支的网络文

学更注重彼此启发和相互认同。不同年

龄人群有不同的关注，出色的创作者在

生命不同阶段也采取不同视角。如资深

网络作家血红、骁骑校等，在早期玄幻热

血风潮中自成一家，对幻想仙侠、都市异

能等类型把握娴熟。然而，随着经验的

积累和对生活认识的加深，他们也勇于

挑战舒适区，以网络笔法关注现实，让写

作从架空飞翔落到当前时代，将玄幻的

大胆想象和热血的情绪渲染运用到现实

题材、革命题材创作中。这种及时调整

方向、勇于应答社会需求的态度，不仅使

他们获得不同层次读者的喜爱，也体现

出儒家灵活应变实现文学社会功用的

“善”的价值判断。共享的历史资源赋予

作品相类的熟悉面貌；共同的文化基因

带给作品共同的亲切感。这种一脉传承

的优势，使写作者在经典前敬而不畏，实

现历史文化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创造。

青出于蓝，美美与共

“美”是文学魅力之所在，对美的追求

是从网民到作者、从抒发感想到自觉创

作的标志。面对共同的传统资源、共享

的生活经验、相同的文化背景，网络文学

的面貌会不会高度一致、难以发展？确

实，类型化是网文的一大标签，海量网络

创作不可能篇篇精品，很多人就此认为

网络文学因袭模仿，缺乏创新动力。但

那只是最浅表的部分，只要细读就会发

现，在真情驱动、善用资源的基础上，网

络创作具备推陈出新的强劲动力，最出

色的网络作品“美”得千姿百态。

互联网为大众提供自主创作、自发

传播和表态的机会，让每个人展现自己

所认识的“美”。所谓“趣味无争辩”，对

于什么是美，如何才美，在纷繁的网络

上，很难有统一回答。虽然我们忧虑大

数据遮蔽个性选择，但也要意识到，互联

网健忘症、标签和潮流的汰旧纳新、转瞬

即逝，正说明对美不同的认识在碰撞和

选择。独特的视点、私密的经历、差异的

品味、多元的旨味，都可能成为差异化个

体所追求的美。个性、细腻、与时代同步

的美的判断，促进网络作品在传承以外

的新变。

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不迎合专业

标准，它既不追随文学编辑的高雅趣

味，也不屈服于网络资本所操控的数据

垄断。它充分体现出每个人认识中的

美。诸多“美”的碰撞，使传统阅读中保

持距离、彬彬有礼的读者，变成网文中

为爱痴狂、被美驱动的粉丝型参与者；

同样，个性化美的主张，使优秀者总是

能够溢出数据和资本的预期，呈现新的

面貌。唯有差异化的美，才能成就作

品，使之到达不同对象的内心，获得读

者热情乃至狂热的爱。

绵延的中华美学为创作提供了延续

性的宏观视角。网络小说的时间线远远

长于以往，从回顾到展望、从穿越架空的

想象性演绎到对生命历程的重新解读，

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美的认识。仅以古

装言情文为例，其中的国艺传承不仅拓

展想象，还成为女性傍身独立的技能。

如寂月皎皎《饮福记》的大国盛宴、天如

玉《心尖意》的兵法权谋、青铜穗《合喜》

的制锁绝技、希行《洛九针》的墨家工匠

等，不仅以传统文化让言情简单的二人

世界获得更大空间，更通过一技之长让

女性角色从等待被爱的弱者变成主动

去爱去行动的强者，言情文因而增加了

“双强”类型。器物的恒定和技艺的传

承，让故事拥有贯穿年代的超越性时间

观念，让角色在为爱而生的共性之外拥

有各美其美的独立生活。

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出于真实性

情的表达，兴于善用传统资源的上进，

成于美的差异和文化的共识。它们自

传承起步，与新技术联手，构成文学创

造力的新源点。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

化的交融中，传承与新变、坚守与创造

共存。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
研究院教授，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

丰厚历史文脉资源
为上海主题性绘画创作提供重要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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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与留白：
图米纳斯作品中的东方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