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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形“写作”

李旻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
是中国日报社美术部高级编辑，很多人正是通过中国
日报海外版的头版新闻插画认识她的。这些年，从九
年义务教科书，到杂志封面；从文学绘本，到报纸头
版；从商业包装，到服装图案……李旻创作了各种类
型的插画，受到大众的认可和喜爱。“之所以获得部
分读者的喜爱，我觉得很大程度是因为我的插画多是
在描绘和展现真善美，传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李
旻认为，一件作品只有展现出“真”与“善”，观者
才能感受到“美”。

同样是插画师的阿梗，已经在这个行业打拼 20
多年。她的作品面貌丰富，从玄幻到现实题材都有涉
猎：为动画电影《姜子牙》《雄狮少年》绘制的海报
兼具大气与细腻，充满浪漫的想象；创作的味觉主题
系列插画真挚温暖，流动着烟火气。除了好看的画
面，她的作品也注重人文性，有一层温暖的底色，给
人治愈感。“喜欢我的画的人应该也很热爱生活吧。”
阿梗说。

近年来，广泛的社会应用促成了新兴的插画艺术
快速成长。大量年轻创作者涌入，给予行业旺盛的生
命力和创造力。“插画因其浪漫、富于想象并具有强
烈的表现力而天然地受到年轻人喜爱。”中国美术家
协会动漫艺术委员会副主任金城说。他认为，插画是
一门交叉学科，创作者既要具备扎实的造型基础，也
要有充分的想象力。“插画作品的核心是创意，同时也
要植根生活，才能引起观者的共情、共鸣。”金城说。

“插画师跟作家很像，作家用文字写作，而插画
师是用图形写作。”阿梗认为，一个插画师就是一个
叙述者，好的创作者一定要非常热爱绘画，也要博学
多闻，具备叙述的能力。

打通传统与时尚

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国风、国潮在近年来成为
一种时尚。这也体现在插画创作中。许多传统文化元
素被运用在插画里，融入全新的表达方式，打通了传

统与时尚。
看李旻的插画，既有中国工笔画的细腻，也富有

时代气息。比如《戏曲的魅力》《年夜饭》《汉服》等
画作，不是单纯地仿古和描绘传统，更多的是把传统
的东西用一种融合了现代审美的艺术表现语言重新创
作出来，在人物造型上也有一种较为独特的表现形
式。李旻曾用一年时间学习工笔画技法，并将工笔画
表现手法创新地运用到现代插画创作中，赋予作品很
强的中国韵味。

李旻始终记得导师的一句话：“传承传统不是复
制而是创新再造。不摹古却饱浸东方品味，不拟洋又
焕发时代精神。”在她看来，好的插画师在面对东方
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等问题的时候，都
不该独守一端，只有真切明白融合的要义，才能产生
更具内涵的艺术张力，创作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优秀
作品。

作为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副教授，阿梗经常
带着学生到古村落去采风。在采风过程中，她总是能
被一些精美的民间艺术品打动。她说，这些作品融入
了成百上千年的民间智慧，即便置于当下，也可以转
化为前卫时尚的东西。

阿梗有许多水墨手绘作品，行云流水的笔墨勾
勒，让画中的人物都鲜活了起来。她认为，表现传统
不是简单的某些元素的跟随，而是要用传统文化中的
智慧、哲理来引导、折射当下生活，并用符合当下审
美的形式表达出来。

插画师便在形式创新上作出了诸多尝试。一些
蕴含传统文化内核的插画之所以打动人，正是插画师
用现代的表达唤醒了观者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基因。

跨文化交流

近年来，中国插画师在国际上屡获大奖，实力备
受瞩目。“插画是一种新兴艺术，中国插画师与外国
插画师从同一起点出发，是国际插画界不容忽视的一
股力量。”金城表示，插画不受语言限制，贴近国内
外年轻人的口味，是一种有效的生动讲述中国故事、
跨文化交流的语言。

这一点，从李旻的报纸插画设计中可见一斑。比
如《丝路新语》借用飞天形象表达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画面主体是一位弹奏琵琶的飞天女神，祥云、
牡丹及和平鸽点缀其间。飞天作为多元文化融合的形
象及中国丝路文化的名片，极富艺术性地传达了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雪花圆舞曲》则通过一朵
雪花的故事寄愿2022 年北京冬奥会。画面中大小雪
花交相辉映，寓意从“我”到“我们”的转变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奔腾的雪虎代表虎年是勇气与力
量之年，用中国人浪漫且充满诗意的艺术表现手法向
外国读者展示北京冬奥会的魅力。

“中国的文化是‘骨子里的’，即便不刻意强调，
也会从画面中显露出来。”李旻说，用能展现中国文
化、中国精神、中国气质的视觉语言去创作，就能让插
画成为传达中国声音，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途径。

在阿梗看来，要讲好中国故事，故事首先要有真
实的情感、鲜活的内容。这需要创作者深入生活，真
正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不管画古代、现代，还是
未来，只有蕴含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故事，才是中
国故事，才能打动人。”阿梗说。

日前，中国美术
家 协 会 理 事 舒 勇 为

“湖南政协林”设计的
永久性标志物——大
型雕塑 《江山多娇》
在湖南省湘潭市岳塘
区 昭 山 镇 楠 木 村 落
成 。 该 作 品 主 题 鲜
明、构思巧妙、意象
优美，是一件给人以
独特视觉体验的山水
实景艺术作品，在创
新 表 达 上 作 出 了 探
索，呈现出许多亮点。

时代气象的恢宏
展示。作品既从“挥
毫当得江山助，不到
潇湘岂有诗”这一湖
湘地理景观来把握，
又从新时代新征程这
一当代中国文艺工作
的历史方位来思考，
以简洁明快的艺术语
言，热忱描绘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的恢宏
气象，显示出独特的
时代气息和价值，体
现了立意的高远深邃。

传统美学的当代
呈现。作者注重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创作的丰厚滋养，把“三山五岳”“三生万物”等
传统文化的概念和智慧，运用于雕塑作品创作中，
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厚度，在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生命力上作了尝试。仁者乐山。在中华
传统文化中，山一直是人们精神寄托的载体。雕塑
主体由五座山峰形成，意指三山五岳。三山五岳是
中国人意识中锦绣江山的代表，也是人文汇聚的高
地。作品巧妙地将中国人对三山五岳的人文情感融
入环保主题。雕塑中的树干空间可以容纳3人进入，
让动态的人树形成互动景观，表达了“三生万物、
三人成众、众心成城”的意蕴。同时，作品符合中
国以意入境的山水画传统美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语境中探寻符合当代视角的审美意趣。

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作品秉持“我见青山多
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理念，巧妙地把树的
形状按人的形体展开，寓“人体”于“树体”之
中，既见“物”，更见“人”，营造了一个人类与大
自然之间的美好场景，反映了哲学与艺术的关系，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标识。作品主体上茂密
耸立的大树冠，代表着无限生机，意味着地球是由
人类与生态共同组成的生生不息的系统。树干的正
中心位置是正圆形的人类头部造型，树下人的形状
像张开双臂拥抱着树干，象征树需要人的呵护。作
品中的镜面折射出人类的行动与大自然相互影响的
互动平衡关系。山中的树，树中的人以及夜晚灯光
下的人，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境，彰显了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实现了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与现代理念的融合与统一。

发展理念的艺术诠释。“青山绿水是最大的本
钱。”朴素而又富于哲理的话语表明，山青青、水盈
盈，不仅是一种自然景观，也是一种发展境界。基
于这样的认识，雕塑家把作品做成绵延起伏的金色
山峦，象征金山，并使之与周边的大地、青山、绿
水自然地融为一体，使艺术的山与现实的山交相辉
映。同时，嵌入山中的七棵树则象征青山，并淡化
树干树枝树叶的绿色，着重以光彩夺目的金色来显
示。作品把山水、雕塑、环境、观念结合在一起，
通过材料、造型、光影、色彩之间的交互作用，营
造一种梦幻般的情境，直观地反映了人与环境、环
境与经济的关系，诗意地表达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

人民江山的深刻指向。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
表现生态文明思想，从深层次看还蕴含着“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内在主题。作品紧扣江
山、人民和绿色三个关键词，把“绿色”作为纽
带，以“江山”立意，突出“人”的形象塑造，揭
示了江山与人民的内在联系。作品一方面表明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人民美好生活向
往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另一
方面也表明人民是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是建设美丽
江山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这使得作品主题进一步
升华，显示出一种更为深刻的思想上的大格局、大
气象。

大型雕塑《江山多娇》为主题作品的创新表达
提供了鲜活案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重
大主题的表达，不能就事论事，必须树立大历史
观、大时代观，做到“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
善于从时代之变、中华之美、人民之呼中萃取题
材；不能囿于单一思维，必须从历史、哲学、文
化、政治等多角度充分挖掘，形成多维度呈现的合
力；不能停留于概念化，必须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说话，
不断增强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含量和艺术力量。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秘书长）

李震坚是新中国现实主义写意人物画的奠基人，
也是浙派人物画的开拓者与杰出代表。

在李震坚百年诞辰之际，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
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大道行深——
纪念李震坚诞辰一百周年作品展”日前在浙江美术馆
举行。展览以“浙派人物开山祖”“传神妙笔绘巨
作”“生活蒙养筑根基”三个板块，用100余件作品呈
现李震坚对中国人物画创新之路的启示意义。

李震坚1922年出生于浙江缙云，自幼能书擅画。
1947年，他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
院前身）国画科，先跟随黄宾虹、潘天寿、诸乐三等
人学习传统中国画，后又师从莫朴学习素描、油画。
1950年毕业后，他作为研究生留校，兼任绘画系教学
工作，曾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浙江美术家协会理事。

20 世纪 50 年代起，现实题材写意人物画的探索
创新是李震坚教学研究和创作的重心。他将西方文

艺复兴以来的造型传统与中国画千年积淀的笔墨语
言相融合，在现实主义的观照下，把人物置入民族
特色的绘画形式，开创了浙派人物画的新范式。

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李震坚先后创作出《妈
妈的新课题》《井冈山的斗争》《在风浪里成长》等反
映时代风貌与民族性格的佳作，出版有 《李震坚画
集》等，为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次展览的作品来自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美术
馆、浙江省博物馆、缙云李震坚艺术馆等单位，不少
为首次展出。展览工作组还对 20 余位和李震坚有关
的中国美术学院老校友进行了深度采访，在保存口
述史料的同时，从更多维度上展现李震坚其人其事
其艺。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浙江省美协主席高世名表
示，李震坚这代人开创了浙派人物画，对中国画现代
化影响深远，堪称中国画历史上一座会通中西、贯通
古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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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后浪，眼中有星光，心底有
海洋，我要尽情去绽放……”在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 2022 年“五四”青年节
特别节目上，伴随歌曲 《身为后浪》
热情昂扬的旋律，几组乘风破浪的年
轻人的巨幅插画呈现在舞台上，明丽
轻快，与歌曲相映成趣。

这些插画来自插画师李旻。她
说，自己的设计是以艺术化的形象展
现各行各业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用
色彩斑斓的浪花构建整个舞台，展示了

“后浪”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姿态。
插画以生动、形象和富有表现力

的视觉语言进行内容叙事，是近年来
颇受关注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媒介上
对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的图像表
达，还是商业应用中的广告、包装、
海报等，插画的运用日渐增多，成为
图像叙事的重要载体。

▲ 风儿 金 城

▲ 丝路新语 李 旻

▲ 夏日青年说 阿 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