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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陈明远 打开面塑艺术的传承思路
本报记者 胡春萌

本报记者 张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正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节目以中国经典名画作为内

容载体和特定场景，与诗词、音乐、歌曲、舞蹈等跨界组合，令中国诗画在电视艺术中“跃出纸面”，还原

出可游可居的诗画“桃源”。一次诗画合璧、意境万千的中华文化“展演”，为观众呈现出一幅赏心悦目

的中华文化壮美图景。近日，该节目主创接受了记者采访，为您讲述节目创作背后的故事。

面塑艺术被称为“中国雕塑的活化石”。作为国家

级非遗项目曹州面人代表性传承人、津派面塑传承人，

陈明远一直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对面塑艺术进行展示、

传承。短视频、直播、线上课程等依托网络的现代传

播方式，让他看到了传统面塑艺术走进当代人生活的

新方式。

主对话up

《诗画中国》打开“诗情画意”新维度

“诗画合璧”的文艺盛宴

作为总台全新打造的大型文化节目，《诗
画中国》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
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北
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等化身“赏卷人”，与主
持人撒贝宁一同品味“纳山河万景，涵上下千
年”的中国诗画之美。
《诗画中国》总导演田梅携团队曾推出五

季《经典咏流传》，多年来致力于文化类节目的
深耕与探索。田梅在受访时表示：“对于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始终怀着一份使命感和敬
畏心，不断从传统经典中汲取养分和力量。”
《诗画中国》节目的创意也是在这样的初心和
探索下应运而生的，该团队在春晚舞台上倾力
打造了《忆江南》《金面》两个全新节目，播出
后被赞为“诗情画意”的中国式审美，这坚定了
他们“思想+艺术+技术”的创作理念，以及创
作一档“诗画合璧”的文化类节目的决心，来展
现中国美学的独特意蕴以及中华千年文脉的
文化内涵。

作为一档大型季播节目，《诗画中国》延续
每季11期、每期90分钟的基本模式。每期节目
将呈现4-5幅名画，每个选题包含开卷、入卷、
品卷、合卷四个环节。田梅介绍，《诗画中国》
节目策划初期，节目组与故宫博物院、北京师
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等单位达
成合作，与范迪安院长、康震教授、吴为山馆长
以及联合单位的专家学者多次召开深度研讨
会，梳理节目主题，并从近千件经典诗画作品
中，整理了近200幅画作和近300首诗词，又从
中筛选出了近60幅画作。

自古以来，诗和画就是相通的艺术语言，
是人们主观表达和客观认知的结合与升华，蕴
藏着澎湃不息的生命力量。苏轼曾评价王维
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合一”正是
《诗画中国》想达到的核心意义，“诗画对读”也
是《诗画中国》节目最大的特点与亮点。

田梅表示，在“诗”与“画”的结合过程中，
既要循古意，也要赋新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方式：第一种是作品本身就是诗画结合之作
的，例如王冕的《墨梅图》、郑板桥的《竹石图》，
是具有天然的“诗画合一”的艺术审美特性，节
目通过艺术创演将这种诗画的内蕴表达进行
放大和升华。

第二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诗文和

绘画是互为题材的，如明代画家仇英的作品
《人物故事图》册·《浔阳琵琶图》页，该画取自
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的诗意，节目在呈现
中会将诗意和画意融合。

第三种是虽然画作本身与诗歌没有直接
的关联，但节目通过对经典的文化解读，从千
年文脉中挖掘写意精神，赋予经典画作全新的
诗意表达。例如从范宽笔下的《溪山行旅图》
让观众领略到“山高水长，物象千万”的旷达意
境，从马远的《水图》中读懂“上善若水，水善
利万物而不争”的文化哲思等。田梅说：“从这
些意义上来说，《诗画中国》的‘诗’不仅仅是
‘诗歌’，更是一种诗意的文化象征，是一种写
意的精神表达，也是对传统经典诗画的一次创
造性融合。”

与此同时，想要真正实现“诗画合璧”，还
需要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及电影级拍摄手法，
以多元化的形式呈现。从古今唱和的《墨梅
图》到音乐剧演绎的《快雪时晴书画合璧》卷，
从多人水下舞蹈《水图》到剑器舞《公孙大娘舞
剑图》，从CG技术还原范宽《溪山行旅图》画境
场景到徐渭大写意画风塑造“水墨交响”……

田梅表示，节目试图找到能够最大化展现
画作的艺术和技术方式，而非单纯的技术手段
堆叠，“科技为艺术作品服务，而艺术形式又为
画作服务——用‘诗画合璧’打开观众想象力
的全新维度，帮助观众更好地通过这档节目认
识中国画、理解中国画、热爱中国画。”

多元艺术融合的全新探索

“屏上一分钟、屏下百人功”，田梅感叹，
“作为一档全新的文化节目，《诗画中国》带着
新的模式和形态走来，承载着传播与传承传统
文化的历史使命，可以说每一步我们都是如履
薄冰。”诗歌和绘画都是平面的二维的艺术形
式，难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田梅说：“如何
让一山一石、一字一句自然清新、赏心悦目地
‘跃然纸上’‘走上台前’，是我们思考和创新的
动力。”
《诗画中国》中的每一个文艺呈现，都是导

演组耗费数月的时间精心策划，并邀请到国内
各艺术领域顶尖专家及团队共同倾力打造。
田梅表示：“导演组在专家们的协助下认真梳
理了每一幅画作的创作背景、艺术价值、精神
内涵，我们围绕每一幅画作来设计适合展现的
文艺呈现形式，从音乐、舞蹈、戏剧、武术等演

出形式，到CG、AR、XR等先进技术的创新融
合，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最极致的表达方式，让
诗画作品在节目中‘活’起来。”

例如被董其昌称为“宋画第一”的《溪山行
旅图》，节目组与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北京人
艺的编导、沈培艺舞蹈团队、崔晓东服装团队、
《忆江南》《金面》的拍摄团队和特效团队等，多
次召开策划会，更邀请到北京人艺的表演艺术
家李光复，青年舞蹈家朱凤伟、巩中辉共同演
绎这场千年难见的一次“相遇”。为了能够构
建出范宽笔下的山水画境，节目组邀请中央美
术学院的学生将《溪山行旅图》拆分为近100个
元素，进行后期三维的特效制作，其中树木、山
石、瀑布等所有的元素，都进行了场景还原，真
正做到让古画活起来。

另外，围绕明代画家徐渭的代表作《杂花
图》，节目打造了一个“水墨交响”的概念，邀请
到清华美院王之纲团队进行视觉创作，打造了
一个虚拟的水墨空间，并由清华美院教授陈辉
作为美术指导，由清华美院博士模拟徐渭的笔
法画了200多幅“杂花”笔触细节，最后将笔触
动画与视觉空间结合，让郎朗的表演完全置身
于一个水墨空间中。

著名舞蹈艺术家沈培艺表示：“舞蹈的语
言，那灵动的舞步是祖祖辈辈从悠远历史的
尽头踏过淤泥飞跃山峦，历经长江黄河的激
浪滔天，腾跃着翻涌着高蹈而来。舞蹈的语
言是不拘的灵魂谱写的诗，是灵动的身体描
绘的画，是唤醒人类美善基因的天地之气，是
传承人类高洁品格的四季灯火。”对于用舞蹈
诠释“诗画”艺术，沈培艺说：“诗画赋予舞蹈
以神韵，诗画又在舞蹈中得以永恒，诗画如
舞，舞如诗画。”

作为节目的音乐总监，音乐人捞仔表示，
在每一个让画作“活起来”的过程中，音乐也是
极为重要的一抹颜色。捞仔称：“莫把丹青等
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音乐何尝不是如此
呢？诗歌和音乐自诞生那天起，就在艺术殿堂
中相辅相成，音乐性也是诗歌和画的重要审美
特质之一。诗、乐、画同源而生，在《诗画中国》
中，三者相互结合、浑然一体，定能创造出精美
绝伦的艺术精品。”例如在郎朗演奏的《杂花
图》卷中，融合了中西方三首经典旋律来描绘
徐渭泼墨大写意的草木风骨，也是一场东西方
文化艺术的精彩碰撞，给观众带来听觉和视觉
上的感官震撼。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主任、

2022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视频总监王之纲担
任节目视觉总监，他表示：“《诗画中国》的视觉设
计是在融合多种艺术形态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
绘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通过空间转
换与情境构建增强作品的叙事性，通过艺术与科
技的融合丰富作品的体验性，通过媒介转化拓展
作品的公共性，在传统与当代之间建立感知与理
解的桥梁，从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传
承与发展。”

此外，节目在服装、造型上也力求再现画作
中的经典形象，延续传统美术作品的美学影响，
例如在《溪山行旅图》中，李光复扮演的“山间行
者”与朱凤伟、巩中辉扮演的“驮队商旅”，在服装
造型上不仅深度还原古代形象，更与水墨质感的
山水场景和谐相融，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觉美感，
充分展现画作中的美学魅力。节目服装总监崔
晓东称：“《诗画中国》是传播中国传统美学的窗
口，他向世人彰显东方文化自信，让传承千年的
文脉重新焕发光彩。”

田梅说：“我们要做美的表达者、传递者和创
造者，让古老的诗画经典以全新的活力绽放在大
众面前，以传统文化的当代化表达，努力为大家
呈现一个气韵生动、气象万千的诗画中国。”

中华文明的当代表达

近年来，文化类节目正展现出一种“竞相开
放”的姿态。田梅说：“我们坚守在这片优秀传
统文化的厚土之上，也很欣慰地看到中国传统文
化以更加年轻、充满活力的姿态俘获了广大观众
甚至是年轻观众的心。”《诗画中国》用新颖前沿
的表现手法、新时代的美学语汇，重塑、再现诗
情画意的中国，为中华文明的当代表达添上别有
风致的一笔。

田梅认为，相较于诗歌，绘画是具有更高门
槛的艺术欣赏门类。“以诗入画”是第一个突破
口，田梅说：“在艺术长河中，诗与画是中国人精
神风骨与审美旨趣的重要依托，诗画融合一体的
形式又超越了诗、画，形式本身又将成为审美的
新内容，我们通过让诗画笔墨互为的方式，打开
了观众对中国式审美的期待，体现了强烈的中国
美学特征和文化象征，‘活灵活现’地走入人心。”
“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是第二个突破口，每一

幅画作都致力于挖掘与诗、画、音、舞、剧、曲等艺
术载体的融汇，并结合先进的XR、CG、AR等科
技手段，将艺术和技术的融合推上一个新的高
度，满足新生代和年轻人追求新奇特的审美需

求，创造出独特的视觉“奇观”。
“与时代同步伐”是第三个突破点，田梅说：“无

论在表演者的选择上，还是在艺术、技术形式的实
践上，《诗画中国》致力于打造更多年轻观众喜闻乐
见的呈现形式，创造符合这个时代的当代性表达，
以可感、可观、可爱的视角拥抱传统文化，让这些沉
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重新被唤醒，激发出深
藏在时代肌理里的民族精神、文化内核。”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
旭东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节目让观众知道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呈现中国精神，同时也希望节
目能够不断突破，立足自身不断地包容、交流，带
来文化活力。他说：“我们今天的艺术要为大众服
务，从服务中找到艺术的力量，文博机构应该主
动、深入地参与到此类文化节目中来，不但让珍藏
的文物‘活’起来，也要把专家的研究成果激发出
来、传播出去。”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
迪安认为，《诗画中国》的创新更加加深了对不同
门类艺术形成文化合力、美学魅力以及艺术感染
力的认识，表演与绘画意境叠合，以及大量新媒体
技术的融合应用，将画作延伸、延展成一个让人沉
浸参与的视觉世界。节目体现出了中国美学的特
征和文化象征，节目不仅是做成“视觉小百科”，更
要作成“文化大文章”。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诗画中国》的
推出在美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普遍认为，通
过电视艺术的广泛传播，使美术作品的典藏活化、
讲述故事、社会美育再增新体验、新启发和新思
路。节目让艺术真正深入人们心灵之中，同时也
活在艺术家的创作血液之中，通过不断地激励和
滋养，让进入新时代的创造充满历史的厚重，彰显
中华文化之气象、中华民族之大美。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教授对节目“科技
与文艺”的融合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视觉震撼的
节目呈现提升了观众感观水平。他称节目的基础
在于艺术，节目的内涵是中华文化、文明，将诗词
与绘画两大艺术体系融会贯通，追求一种“君子雅
量”的境界，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使我们
能有更强大的信心面向中国的未来。

异彩纷呈的美术作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
供了具象的载体，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不同形
式的艺术表达又将以更立体、更多元的角度赋予美
术作品新的活力。《诗画中国》让我们看到了对经典
诗画的再创造、再表达，这也将是艺术审美跨界表
达的又一次全新的挑战。

让更多的人看到面塑艺术的美

记者：您是如何开始在线上展示面塑艺术

的呢？

陈明远：我是2013年来到天津，一开始我
在古文化街租了个小摊位，为游客现场塑像。
当时我才刚知道有微信，我把自己每天的工作
成果通过微信朋友圈的方式发出来，这样几年
下来，积累了很多朋友和客户，这是我最原始
的资源，后来还开了微博。在快手和抖音平台
上发短视频，大概是2016年。

我发的第一个短视频作品“济公”，播放量
超过16万，我都惊着了。当时每天古文化街的
客流量很多，也不可能几天之内就有16万人次
看到我的作品吧。我突然意识到短视频这种
方式的传播效果真的好。

记者：可能那时候短视频刚刚兴起，大家

对内容的需求比较强，您发第一条作品正好赶

上“对”的时候。

陈明远：那时候我拍得也不专业，但是发
现很多人就喜欢看。我当时就想着这毕竟没
有线下运营来得“实在”，就没有坚持，一年下
来也没发几条，就没有意识到非遗传承这个事
还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深耕一下，没有完全把
在线上做短视频当作一个面塑艺术很重要的
出口，还是在做着玩的过程中。不过这样慢慢
做短视频，也积累了1万多“粉丝”，后来快手平
台还让我入选了“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算是
对我的一个鼓励。

当时，我经常跟着天津市非遗中心到全
国各地或出国做展示活动，随着走的地方越
来越多，见到的各种艺术形式越来越多，眼
界也打开了。不仅是我的创作开始融入了
更多新的风格和元素，我对面塑非遗传承这
件事，也有了更多的使命感。我开始进一步
思考面塑艺术究竟要怎么传播出去这件
事。而因为新冠疫情的到来，我开始重视起
线上展示和教学。

记者：因为防疫，线下的展销或者推广，大

部分挪到线上了？

陈明远：对，我们首先要生存。面塑这门
艺术就是根植于民间的，你符合社会的需求，
才能生存下去。通过线上展示，一部分“铁粉”
就成了客户，线上订单就多了。

有个订单我印象挺深，牛年春节时，我参
加了央视“一年又一年”节目的拍摄，节目要求
几位非遗传承人各做一个和牛有关的作品。
一开始说让我做“牛魔王和孙悟空大战”的主
题，我想想这不太符合春节的氛围，后来我做
了一个“老子出关”的作品，这也是我特别喜欢
的一个题材。节目在央视上播出以后反响特
别好，很多人找我做“老子出关”的面塑。咱们
天津本地的一个客户，从线下通过各种渠道联
系我，没想到都阴差阳错没找到，最后还是偶
然发现了我短视频平台的账号，才从线上联系
到我的，最后下了订单。都是天津本地的，互
相都见不着，最后还是通过短视频平台相遇，
所以短视频这个社交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而且，疫情之后，线下课程开不了，于是
我就尝试着进行线上直播教学，带着学员做

一些小作品，一边做一边聊天，聊面塑艺术背后
的历史文化，聊正在做的人物造像背后的故事，
聊一些中国传统造像和西方雕塑的艺术特性，
聊我采风时的见闻。没想到展示效果还挺好，
吸引了很多观众。观众里有想学一门手艺的年
轻人，有退休在家为了修身养性来学习面塑的
老年人，还有学校里相关专业的老师想再学习
的，也有就是单纯喜欢看的。我的直播间里很
热闹、很轻松，大家有说有笑的，因为面塑它本
身就有表演性，就很吸引人。

这样做公益直播，大概坚持了一个月左右，有
些“粉丝”就提出，希望开线上“课程”进行系统学
习。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收费的线上课程，还
是“粉丝”一步步教我，最后在“人人讲”平台做了一
个面塑课程。结果一上来就有100多个人来买这
个课，远远超过线下课程人数。这几年我一直坚持
做线上课程，现在线上听课的学员远比线下多，因
为线下受场地限制很大。有时我也会做“公开课”，
一堂“公开课”七八百人同时在线听课。而且目前
七八成的线下学员也是先成为“粉丝”，然后通过线
上方式联系我的。

做手工是让自己静下来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在线上

看面塑创作的视频呢？

陈明远：创作一个面塑作品，其实也是在
和这个作品沟通，有一个精气神在里边。做面
塑的过程，是作者把自己的精气神融入作品中
的过程，心、眼、手还有面，它是融为一体的。
通过短视频、直播，向观众展示整个创作过程，
也是一个凝心静气的过程。

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学习面塑艺术是因为职
业需求，还有一部分人是把它作为一个情感的
寄托，把它作为一个静下来修心的方式。我的
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一些是脱产来学习面塑
的。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单纯来学新东西的，
后来深入了解了，发现他们是想借学习的机会
到我的工作室静一静。现在线下学习的学生
中，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我想线上有很多观
众也是这样一个心态。

记者：其实观众在“看”的这个过程中，他可能

也是一个静心的过程。

陈明远：“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有很多事物它是道器相通的。

记者：现代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于是越来越

多的人向往慢下来、静下来的生活。

陈明远：现在这个时代发展，有人把它比
喻成一架列车，文化就像是列车上的刹车。如
果列车没有速度控制器，车就越来越快，它就
会超速。我们人作为个体，在整个社会洪流中
被推着往前走，可能越走越快，但是我们在这
个过程中需要让自己从容下来，有的时候是需
要让自己慢下来停一停、等一等、想一想。你
有想的这个过程，才能更好地向着正确的目标
前进，你没有想的这个过程，那就永远是慌乱
地奔跑。

其实我们静下来，不是说去放弃什么，反而是
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去明白事情发展的规律，
用更好的、更健康的心态去做更重要的事情。“用
出世的心去做入世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