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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艺苑艺苑 笔谈笔谈

中国绘画之起源，古籍所载，伏羲
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又观鸟兽
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而画八卦，以为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之标
记。我们可视为绘画之胚胎。

伏羲之后，仓颉仰观奎星圆趋之
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禽兽蹄迒之
迹，体类象形而制文字，虽为文字，而
说成图画更为确切，故称其为“象形文
字”，至此图画已成雏形。

关于仓颉发明文字之传说，说法不
一，就连文字是否为仓颉之发明，也令
人质疑。总结古籍之论，可归纳为三。
其一，曰观天象。其二，曰观鸟兽迹。
其三，曰河洛出图书。关于河洛出图书
又有三种之传说，一曰灵龟贡之于世
者，二曰河鱼贡之于世者，三曰河龙贡
之于世者。此时书画不分，文字象形相
互依存。

至黄帝时，绘画已独立一门与文
字分家，如画蚩尤之像以弭服叛乱；
图神荼郁垒之形以御魔鬼，黄帝于衣
裳染以五彩为文章，虞舜之画衣冠
等，即亦有礼教意义而成一门。绘画
为礼教服务。

至夏、商、周，统治者为使政治稳
定，民心归向，大兴礼教，绘画遂被利
用，技艺日臻成熟。绘画题材无不以礼
教为本，正所谓画者“成教化，助人
伦，穷神变，测幽微”（张彦远《历代
名画记》）。而绘画之存在，多以礼器
或建筑相配。商至周礼教甚盛，图画之
事愈加重视，服冕、尊彝、旗旌、门壁
皆以图画为饰品。

周室衰，春秋战国至秦统一，兵戈

交接无宁日，乱世之际，用人之时，各诸
侯思贤若渴，于是乎人才辈出，思想活
跃，文艺繁荣，绘画亦随之发展，画与礼
教似有若即若离之关系，画家作画渐受重
视并已有记载，画论思想亦零散出现。如
《水经注·渭水》所载：“旧有忖留神像。
此神尝与鲁班语，班令其人出。忖留曰：
我貌狞丑，卿善图物容，我不能出。班于
是拱手与言曰：出头见我。忖留乃出首，
班于是以脚画地，忖留觉之，便还没水，
故置其像于水，惟背以上立水上。”另有
《庄子》解衣般礴，《韩非子》画狗马难于
鬼魅等，皆为画家作画记载。这体现出春
秋战国时代求实的绘画美学思想。绘画与
现实生活的关系，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在作
品中的体现，说明画家在社会中有了一定
的地位。其绘画形式以壁画尤盛，另有帛
画传于世，如《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
龙帛画》等，为研究这一时期绘画提供了
珍贵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的绘画思想多出现在哲学言
论中，他们不是以画论画，而是借画阐述
哲学问题，虽零散、不成系统，但能揭示
事物本质。此为中国画论之开端。

秦统一天下，始皇专制，以武安邦，
但其非武夫。读《史记·秦始皇本纪》略
知其人，对画虽无暇问及，但未摧残。由
于秦朝重武，好威福显尊严，颇重建筑
与绘画，每破一国，必将其国宫室之建
筑复制于咸阳。吸纳外来文明，聚优秀
文化艺术于都城。秦时，西域诸国多已
归附，已有通商。有史记载，域外画家
亦有来者。

秦代二世而亡。汉代以降，汉高祖刘
邦巷闾之徒终成大业，集权统一，治国有
方，文化灿烂。因春秋战国之忧，秦代暴
政之残，汉文人多有避世之心态。此汉画
勃兴其一也。汉代自汉高祖元年以来，至
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太平多于战乱，此汉
画勃兴其二也。文帝之时，国富民强，文
人之心闲逸清静，又文帝颇有雅兴，意倡
画学之风，并借画以施政教。武帝虽独尊
儒术，轻视技艺，却偏好书画，创置秘阁
集藏天下墨宝，治政之余赏书画抒闲情。
武帝尚武好战，征匈奴、通西域，引外来
之文明、促多元文化融合，利绘画题材创
新。宣帝亦崇图画，教化、功德、政绩莫
不以图画昭示天下。上至皇室，下及百
姓，绘画表达形成潮流。故彼时绘画题材
丰富，涉及社会现实、风土人情、生活习
俗、养生之道。亦有出乎礼教之春画
风行。

元帝宫中美女云集，不可一一过目，
故养画师一一描出，以按图选取。宫中所
养画师，记载者如毛延寿、陈敞、刘白、
龚宽、阳望、樊育等。其中毛延寿，杜陵
人，擅画人物肖像达至惟妙惟肖之境。宫
中女子多以钱财贿之，方有幸被召。据
传，独王昭君不肯贿之，延寿心怀恶意，
图之丑化，终不得元帝见。后匈奴入朝以
求美人为阏氏，元帝案观图像，选昭君以
行，行前召见，不禁愕然，其美貌绝伦，
乃宫中第一，非图画中所绘。然籍已定，
元帝大为恼怒，亦追其案，立诛毛氏等人
于市。

明帝雅好图画，别开画室，诏博洽之
士班固、贾逵等，取诸经史故事，命尚方
画工又尚儒术者图画，以儒术为创作之
本，儒术兴盛，图画随之繁荣。

后汉画家，史载者六人，张衡、蔡
邕、赵岐、刘裦、刘旦、杨鲁。其中杨
鲁、刘旦专职画家，而张衡、蔡邕、赵
岐、刘裦，从政之余，暇时遗兴耳。

汉代绘画虽有记载，但因天灾人祸，
实迹无存，今仅以石刻、金属器等为证，
以研汉画。石刻者，首推孝堂山祠、武梁
山祠石刻。孝堂山祠位于今山东长清区，
系东汉永建四年前制。以阴线及凹面线刻
为主。武梁祠位于今山东省嘉祥县境，系
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前后兴建，以阳刻凸面
线为主。内容均为历史传说与社会风情。
二者艺术风格古拙雄健。而汉之金属器细
致精妙者，当数汉镜。汉镜繁多，多延年
益寿镜、仙人不老佳镜、宜子孙镜、大王
日月镜、尚方盘龙镜、四神四虎镜、三神
四兽镜、许氏镜、马氏镜、邹氏鲁氏镜、
张氏蒙氏镜、龙氏镜、周仲镜等。图案涉
及龙虎、人物、车马、鸟虫、植物、山
水，或简或繁，无不生动、精伦、壮丽。
盖以石刻、金属器之图案可窥见汉代绘画
之辉煌。亦可总结汉画题材之类别，即以
风俗鬼怪神话、经史为主要创作题材。另
有佛画传入中国，实为汉代绘画受外来艺
术之影响最为显著者，其画法渐为中国
化，亦为魏晋人物画之发展打下坚实之
基础。

另外，汉画在缣帛上画作甚多，如湖
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中出
土的西汉帛画，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新
莽时期的绢麻柩铭，皆展示出汉画卓越之
水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
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
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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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中国传统绘画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绘画的起源是什么？自产生至今经历
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哪些熠熠
生辉的画作与画论，有着怎样的典故与缘起？自本期
起，开辟“文心画趣”专栏，刘万鸣委员带领读者于
妙趣横生的文字中，走进中国传统绘画，领略中华传
统文化之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小时候，我家没有房子，父亲
在乡村的学校教书，我们兄妹三人
就借住在母亲工作的单位——南阳
镇政府的招待所里。

这样一举两得。我们不用出房
钱就可以住房子，政府也不用增加
人员，母亲和我们都是招待所的

“工作人员”，可以全天候义务劳
动。母亲既是所长，又是招待员，
还是会计、出纳、清洁工。我们三
兄妹是她的特别助理。

南来北往的人员，让我们兄妹

三人差不多是听百家音、吃百家
食、看百家书长大。因为母亲对人
热情真诚，我们经常能够品尝到不
同风味的各地美食，读到他们随身
携带的各种书籍。见多识广成为我
们的一大优势，而快速阅读也成为
我的拿手好戏，因为客人可能第二
天就要出发，必须连夜读完。

小时候一直寄居在母亲的单
位，全家的梦想就是能建一幢自己
的房子。所以母亲就找了许多零工
让我们兄妹三人做。有好几年，我
们的业余生活就在缝麻袋、压芦帘
中度过。

缝麻袋，是为县城的棉麻公司
收购棉花用的，我们把一块块麻片

缝成一个个麻袋，缝一个才 5 分
钱；压芦帘，是为造房子屋顶铺的
材料用的，我们把一根根芦苇用绳
子串联起来，压一卷才几毛钱。不
光我们兄妹三人做，同学、朋友也
经常来帮忙，我的回报就是为大家
讲故事，讲那些南来北往的旅客给
我讲述的或者借我看的书中的
故事。

如此燕子衔泥般忙碌了大概十
年，在我中学的时候，母亲终于攒
够了建房子的大部分费用，而我们
的业余生活也开始变成做搬运砖头
等与建房子直接相关的事情，直至
全家搬进新居。

写下这些往事，似乎有点悲壮

的意味。但事实上，童年的金色阳光
会给一切苦厄艰辛蒙上一层灿烂的光
影。当年我的幼小心灵中，并没有为
经济的拮据、辛勤的劳作感到过愤
懑，反倒随着渐晓人事，体察到母亲
的乐观、柔韧、顽强，越来越感佩这
位平凡的中国女性的伟大。

亲人常说，我的笑容很像我的母
亲。我想，母亲带着全家人建房子的
过程，也是在无声无息中，为孩子们
建起了一个心灵的家园。

母亲到了晚年，仍然喜欢在家
乡的田间地头忙碌。那些她亲手种
下的蔬菜瓜果，不再是为了生存的
忙碌，而成为她的快乐来源。最近
因为疫情，虽然每天还能在视频中
看见母亲的身影，却很久没能陪伴
在母亲身边了。到了母亲节，格外
想念。

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祝所有母
亲能够健康、充实、快乐度过每
一天！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
央副主席）

母亲的房子
朱永新

文艺作品的网络传播是目前社会
文化最具影响力的发展方式之一。随
着新时代社会发展战略部署，文化的
信息技术、科技创新、媒体传播成为
全球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大力发
展文化艺术的网络传播事业，强化现
代文化的艺术科技经营理念，使文化
注入更大的科技含量，提高我国文艺
事业的网络传播力，这对提升文化的
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直播是同一时间透过网络系
统在不同的平台观看文娱活动，是一
种新兴的网络社交形式，网络直播平
台也成为了一种崭新的社交媒体。主
要分为实时直播演出、在线培训讲
座、网络实时教学等。特别是现场直
播完成后，还可以随时为读者继续提
供重播、点播，有效延长了直播的时
间和空间，发挥直播内容的最大价
值。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文化
艺术的经营管理必将以现代信息技术
为依托，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以文
化交流为背景，使文化艺术资源在网
络科技活动中扩大市场，有效提高艺
术传播能力，促进文化艺术经营效
率。例如，每年新年之际，央视对维
也纳新年音乐会进行网络直播，观众
网络观看人数达到几千万人。许多乐
团音乐会进行网上视频在线直播、访
谈表演，网上观看人数与音乐会现场
规模是无法比拟的，而且，网络直播
平台的用户界面点击链接与下载，其

传播功能带来的文化经济价值也是值
得研究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十分重
视舞台艺术发展，并涌现许多优秀文
艺作品，但许多优质资源还没有发挥
出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例如，目前许
多文艺作品大多都是被动性的网络传
播，而不是主动性传播，即，艺术院
团对文艺作品基本是采用有条件就
播、没条件就不播的方式来处理，使
得许多优秀作品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宣
传，文艺作品的社会效应达不到预期
效益。所以，如何利用网络传播手
段，网络科技在融合文化艺术领域的
产业模式开发，文艺院团的现代科技
平台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机构和组织进
行专业化的管理，这对今后国家文化
艺术的国际化传播将会带来积极的推
动作用。

为此，根据目前文艺院团的网络
工作运用现状，针对今后文艺事业发
展要求，政府部门应该加大这方面的
政策措施和管理办法，以推进艺术院
团文艺作品适应现代科技文化发展的
需要。

在我看来，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针
对文艺院团网络文化传播进行专业培
训管理。以政治导向为先导，以文化
科技为指导，全面提升我国文艺表演
团体的现代科技传播管理能力，通过
网络媒体平台更大更强地传播好现代
中国文化声音。文化艺术网络传播要

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
突出政治责任，把握文化方向，开拓
创新完善网络信息传播机制。聚焦精
品，以更大的网络空间，扩大文艺作
品的社会影响力。

还要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先进技
术，拓宽传播渠道，用丰富多彩的文
艺作品来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精
神、塑造中国形象。今天，全国各文
艺团体都积累了大量优秀成果，如何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来全面推广传
播现代中国文化，这成为深入贯彻党
的文艺方针政策，全面落实“十四
五”规划的重要抓手和举措。国家要
出台扶持培养艺术院团网络建设的管
理措施和办法，将艺术院团的现代网
络传播功能做大做强。

舞台艺术作品进行网络直播、转
播就是现代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应该研究
制定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将网络传播
平台作为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阵地，
这是面对新业态、新科技、新环境而
提出的文化艺术传播经营管理模式。
所以，文艺院团不仅要做好线下观众
的互动传播体验，更要加强完善网络
科技的舞台艺术传播建设。只有提高
网络平台传播能力，艺术作品才能发
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因为，网络传播
量越大，文化的影响力也就越大，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也就越高。

这就需要我们牢牢把握科技发展

带给文化艺术的发展机遇，大力提升我
国文艺事业的网络传播力，特别是通过
网络媒体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强
化国际文化交流，用网络技术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新时代文
艺院团建设发展的新使命、新任务。将
文艺作品的推广传播与国家文化发展规
划结合起来，不断加强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文化传播体系，切实将国家文艺事
业传播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要抓好
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通过优秀作品的
网络媒体展示，从而更加全面地向世界
阐释推介中国舞台艺术成果。适应新的
网络科技形势，通过各级组织，以全球
视野和手段，运用网络技术，培养一批
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国家国
情、通晓国际规则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要以文化自信的精神，切实做好我国文
艺作品在网络传播中的话语权，深入推
进艺术院团的现代网络科技文化建设。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
乐团原团长）

融合科技力量，助推文艺作品网络传播
席强

一

丰台北陌草桥西，
湖瀑散漫柳烟迷。
清明催得梨花白，
早春游园争下栖。
更有大漠金刚樽，
阳光棚里黄花巍。
南花北草燕地树，
一万风情收眼底。
新冠虽闹心亦静，
岁月有眼运不稀。

二

园中一株酒瓶树，
直对佛肚大酒罐。
奈何无漏来沽酿，
借汝椰壳与兜兰。
幽燕何曾见此物，
恍如再过黎母山。
汉服苑里太白现，
东坡高巾飘冉冉。

唐风宋韵汉魂在，
青鬓红颜撒春欢。

注：佛肚树首次见，生在亚
热带。树干高丈五，围三人，内
储水50公斤以上。

三

十二月花各有神，
徐恵何曾见金桂。
要赏牡丹四月初，
玉环虽美也难佩。
金桂八月香西湖，
天工教它移燕北。
天女散花花似海，
腊来惜见雪中梅。
大观园里说大观，
风物南北原有规。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
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游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有感
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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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

北京南四环有花卉大观园，新设汉服苑，着汉服游园
在年轻人中几成风气。愚以为，猎奇怀古或是其次，是
对中华传统文化意识回归的一种回应。以前在三里屯太
古里也见过此情景，但并不以为意，这次到北京世界花
卉大观园一游，算是开了眼，有近半数红男绿女皆着汉
服，蔚为花丛之中一大景也。归来感慨不已，遂作有感三
首，见笑于同窗。

茂密森林，
菇房村寨，
百变梯田。
自山顶山脚，
四度生态；
千岭万壑，
迂回蜿蜒。
年年收获，
代代繁衍，
和谐耕耘留遗产。
百万亩，
展中华风度，
世界奇观。

一锄一犁一铲，

耕十年百年逾千年。
吾山地民族，
世代垦殖；
顶天立地，
改土治山。
制分田水，
精耕细作，
大地史书刻人间。
活化石，
唯敬重文明，
赓续不断。
注：此作为5月10日在云

南的调研笔记。
（作者系全国政协民族和

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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