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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有其独特的时间性与空间性，
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和地域特征，造就
了中国人繁复的语言生态。中国是当
今世界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
国话是我们世代相承的文化根脉，也承
载着每一个人的情感记忆。

中国话从何而来？经历过哪些发
展？缘何成为如今的模样？近年来，文
艺作品系统性地挖掘、梳理和探究中国
话的起源发展和独特魅力，呈现源远流
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根植于血
脉的“语言”新风潮。近日，以语言为主
题的文化纪录片《中国话》通过对中国
语言文化的梳理，以广阔的视角和具象
化 的 表 达 ，勾 勒 出 跨 越 时 空 的 语 言 图
景 ，展 示 中 国 话 的 波 澜 壮 阔 与 意 义 深
远，弘扬语言之美。

从 语 言 的 韵 味 、语 言 和 方 言 的 形
成、普通话的演进、语言的传承、语言背
后的情感、各异的沟通方式及对语言的
保护等主题入手，纪录片宏观又不失细
节地梳理出中国话传承的脉络，让每一
句中国话都有迹可循，也让不同主题得
到深入浅出的拆解和阐释。人们可以
通过《诗经》寻找古代汉语的发音方式，
辗转不同地域寻找方言声调的秘密，探
寻 中 国 人 的 文 化 基 因 ；通 过 人 口 的 迁
徙、丰富的地形地貌，观察语言、方言的
形成，一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独
特语言现象；通过普通话的前世今生，
看到普通话在新时代的变化以及中国
人与普通话更为紧密的联结。

语言离不开人的讲述，中国话的探
寻视角不仅聚焦语言的历史演变进程，
更采用普通人的视角，以质朴的讲述展
示中国话的多样魅力。《中国话》选择以
人为叙事主体，采访了一大批语言学者
及 几 百 位 普 通 中 国 人 ，他 们 的 讲 述 让

“中国话”有了画面、有了感情、有了性
格，观众在观看节目时，能自然而然寻
觅到一种亲切的归属感和熟悉感。语
言的细微差异中，往往蕴藏着丰富的思
想 与 感 情 。 母 亲 的 歌 谣 、苗 语 中 的

“心”、神奇的语气助词……一字一句之
间是中国人思维的载体、情感的纽带，
唤起了人们对日常的思考，唤起记忆深
处的温暖与感动。

中 国 话 是 中 国 人 宝 贵 的 精 神 财
富。数字化时代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让
语言的完整性留存和记录变得愈发迫
在眉睫。《中国话》以影像的形式为语言
赋予更多“可视化”与“可看性”，让语言
的文化属性可以被听到、被看到，并生
动隽永地留存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
之中。千人千面的讲述、天南地北的呈
现、五花八门的记录，在丰富观众思考
维度的同时，也生动呈现了中国话的海
纳百川、生生不息。 网文

《中国话》
传承语言之美

春寒料峭，一场充满奇思妙想和艺术
创意的展览在古都大同迎春开放。

在塞上仍是一片寒冷和萧瑟的春天
里，“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2022 年度入
围作品展览在市雕塑博物馆开展，全国 22
所美术学院的 127件作品参展，展期至 4月
2 日，开展首日，涌进了众多的市民和美术
界、雕塑界人士。这仿佛是风信子，带来了
艺术美感的同时，也带来了些破土萌动的
讯息，这座古都的展览大门要吹拂进更多
的春风，涤荡大众心灵的同时，也把这座
城，塑造成本来就该拥有的文明样子。

“艺术之始，雕塑为先。”随着时代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雕塑是城市之
魂的象征，成功的雕塑往往会成为一个城
市气质和内涵的点睛之笔，雕塑因而成为
城市规划、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公共空间艺
术形式。

古都大同，堪称“中国古代雕塑博物
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古代雕塑艺术
杰作代有留存，无论规模数量，还是艺术特
色与价值，在全国均少有，素有“中国雕塑
之都”美誉。为将雕塑文化打造成大同的
城市名片，让大同成为世界雕塑文化的博
览地和交流地，我市在北城墙内空间营建
了“雕塑博物馆”，打造大同“雕塑之都”这
张文化品牌，推动当代雕塑和传统文化艺
术的交流与互动。其中，“曾竹韶雕塑艺术
奖学金”入围作品展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连续多年举办“曾竹韶雕塑艺术奖
学金”入围作品展览，让古都大同呈现出古
代雕塑杰作与国内外现代雕塑并美交辉的
蔚为壮观的风景，以此为平台和窗口，也进
一步提升了大同的城市吸引力与影响力，
助力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建设。

近年来，包括大同在内的城市展览数

量增长飞快，博物馆和美术馆正成为当下
年轻人聚集的热门新场所。他们不是过
去有的经常见到“到此一游”这样的参观，
他们是享受文化，专门为参观展览而来，
专门为参观文物或者艺术数字产品，或者
购买文化创意产品而来，闲暇时光，人们
更愿意实现精神上的满足。包括博物馆、
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展览馆、书店、剧
院、音乐厅等在内的文化场所也瞄准这种
需求，不断创新，以新面貌提供丰富的文
化体验。

在此背景下，本来学术感很强、专业
性评选的“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入围
作品展览就不仅仅是全国青年雕塑艺术
高规格学术品牌和展示各大院校教学成
果的平台，更是大众提高审美、参与城市
文化的盛宴和窗口。

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是以我国著
名雕塑艺术家曾竹韶先生的名字命名，是
中国雕塑史上第一个面向全国美术院校
雕塑专业青年学子的专业性奖学金。每
届展览会都邀请到全国著名雕塑艺术家、
十大美术学院以及一些在全国或国际具
有影响力的学院参加。

经过十年的探索，“曾竹韶雕塑艺术
奖学金”获奖作品展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学
术特色，在天津巡展的时候，曾经做过一
次小结：一、雕塑语言的反复锤炼。参展
作品体现出扎实的造型基础，拥有在符合
艺术规律的学术规范下，展开创作实践，
并将“写实”与“写意”手法融合起来，形成
造型过程中的理性再现与感性抒发。二、
雕塑材料的跨界运用。青年学子是最有
活力、创造力的群体，无论是传统的泥塑、
木雕、石雕等，还是声光电等现代媒介，以
及对于材料的跨界探索，都进行了大胆的

尝试，传统媒介的运用被赋予新的理念。
三、雕塑观念的深入探索。当代艺术和青
年的生存感受相对应，每位同学由于不同
的社会环境、知识背景、形成独特的艺术
视角和问题意识，用心体味生活，将其对
生命的体悟、对问题的探究，化作雕塑语
言，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本届大展，依旧呈现出了青年雕塑家
高水准、青春焕发、多元化的创作风采，涌
现出了众多独具风格、特色鲜明的雕塑作
品，展出的作品材质多样、形式各异，涵盖
了写实、古典、抽象、前卫、现代等多种艺
术风格，还结合声、光、电等现代技术以及
影像、装置等手法，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找
到契合点，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品展
现了作者奇妙的构思与新颖的表现手法，
反映出青年艺术人才敏捷活跃的思维和
用心感受生活、雕琢艺术精品的个性。

市民、游客兴致勃勃地观看展览，不
仅是为艺术家们的创作喝彩，也是对城市
文化、城市文明的再一次梳理和理解。一
千多年前，武周山下艺人们以锤锥为笔，
在山岩间留下了流芳万古的文化瑰宝云
冈石窟；几百年前，辽金的游牧文化在吸
收了中原文化后创造了合掌露齿菩萨这
样 被 赞 为“ 东 方 维 纳 斯 ”的 雕 塑 孤 绝 作
品。雕塑有着特殊的艺术语言和强烈的
感染力，能最有效地记录城市历史和文
化，在宣扬城市品牌上，发挥着其他艺术
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很多人认为
雕塑是城市的灵魂，从一个城市雕塑的历
史，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历史，一座城
市雕塑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决定了这个城
市的特色、品味和档次，雕塑展的初春遇
热，是和博物馆里人潮涌、美术馆里观展
忙同样值得振奋的消息。

雕塑展 春之信

今年年初，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哔
哩哔哩网站联合推出的动漫《中国奇谭》，
着实引爆了网络。特别是它的第一集《小
妖怪的夏天》，圈粉无数，让很多观众找到
了情感共鸣。这部短片集式的作品在内
容创作以及所立足的传统文化背景等方
面都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中国奇谭》在内容创作上最鲜明的
特征有以下三点。

第一，短片集式的创作模式。作品邀
请 8位导演，发挥各自所长，用不同的美术
风格和技术手段制作了 8 部短片，汇集在
一起形成了《中国奇谭》。这种创作模式的
优点在于，能让作品在同一主题的引领下，
拥有更多故事、更多风格、更多人物，让观
众获得更多想象的空间和情境。每个故事
形成一个中等长度的视频，既不过于碎片
化，又具有广泛的辐射面。

短片集还具有很强的创作自由度。
每集的创作可以不受其他剧集内容的影
响，时长方面也有较大空间，以导演传情
表意充分为优先。这不像一般的影视剧，
每一集被预先固定了时长，最后往往不得
已要剪辑掉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中国
奇谭》的每一集时长均不同，都有着自己
的起承转合节奏，发挥了短片集和网络动
画在自由度上的优势。

但是这样的创作模式也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不同剧集可能因为差异过大，

而使作品的整体性有所欠缺，受众很难聚
焦和统一。应该说，随着像《中国奇谭》

《我们的冬奥》《向着明亮那方》这样短片
集式的动画作品越来越多，这类作品在受
众定位、市场拓展等方面的规律也值得我
们更加深入去研究。

第二，注意彰显动画艺术的魅力。如
果说看其他动画片更主要是在看一部“片
子”的话，那么看《中国奇谭》则更主要是
在看“动画”。作品由北京电影学院副教
授陈廖宇担任总导演，洋溢出浓郁的学院
派气息，在观感上与商业动画大不相同。

《中国奇谭》中没有过多的打斗、追逐、
奇观等视觉冲击力较强的商业元素，反倒
追求一种安逸、宁静的娓娓道来之感。

大量运用二维手绘、三维立体、非真
实感三维渲染、剪纸、定格等形式，《中国
奇谭》呈现出一种在动画技术上的百花齐
放。这种集大成仿佛是刻意而为的，就是
为了告诉观众动画的艺术手法是如此之
丰富。这种在技术上的广泛尝试，也让观
众好似回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
十年代两个国产美术片的辉煌期。我们
需要《中国奇谭》这样的作品唤醒中国观
众对动画艺术的记忆，向消费者普及动画
文化的认知。

当然，在强化动画艺术魅力的同时，
也要注意平衡影片的大众消费属性。比
如《鹅鹅鹅》这部作品从动画的角度看无

疑是惊艳的，形变丰富、动作流畅、默片形
式拍摄、悬疑性强、思想深刻，但在《中国
奇谭》中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太过实验
性的内容可能会曲高和寡，同时黑白红三
色的美术风格让毫无准备的普通观众看
后，可能会产生心理不适感。相比之下，

《小妖怪的夏天》的成功是其在色彩、音
乐、人物、主题、表演等方面均兼顾了大众
审美的结果。

第三，对传统妖怪文化进行了创新性
发展。《中国奇谭》中既有妖来到人类世界
的《林林》，又有人进入妖精世界的《小卖
部》，还有人与妖平等对话的《飞鸟与鱼》。
既有对万物皆有灵的奇妙展示，也有对一
景一物独特意义的神话阐释，更有对妖身
上所具有的人性的深刻挖掘。

自从电影《捉妖记》以来，妖怪文化重
新成为中国影视市场上的热门题材，它们
往往通过奇幻的视觉元素承载人们对离
奇事物的猎奇性追求，但同时也容易落于

“ 为 了 妖 而 妖 ”的 单 纯 注 意 力 符 号 的 窠
臼。《中国奇谭》提示我们，更好表现传统
妖怪文化，做好妖怪文化的影视作品，不
在于把妖画得多么可爱、可怕或者离奇，
而是要着重去刻画妖与人进行情感互动，
要描写具有人性的妖，懂得亲情、友情、爱
情的妖，要把妖怪从注意力的符号提升为
情感力的寄托。 选自《学习强国》

《中国奇谭》的创新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