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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开天辟地、伏羲女娲创世、大禹治
水……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中华创世神话，以丰
富的想象力和伟大的创造力，描绘了风云变
幻、宏阔壮美的创世画卷，在解释世间万物的
起源、人类的由来以及民族、国家雏形初成的
同时，也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韧
不拔的精神伟力。

近日，“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
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成果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
亮相。展览以 76 件中华创世神话主题美术作品
为核心，汇聚了该工程在连环画、书法篆刻、
影视创作、学术出版等多领域172项文艺创作成
果和代表性学术成果。

从展览出发，上海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全
面展示这项文化工程的成果：8家国有文艺院团
奉献 12 场演出，涵盖交响乐、民乐、舞剧、戏
曲、儿童剧、木偶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上海广
播电视台同步举行“中华创世神话”作品展播
活动，推出电视栏目、电视动画、动画电影、
大型广播小说等。

文化工程根深叶茂

5000 平方米的展区中，多样化的艺术形式
呈现了从天地初开到文明起源，再到民族、国
家雏形诞生的过程。“整个展览既要体现出创世
神话的内在逻辑，主干清晰；又要覆盖到各项
成果，面面俱到。”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
馆长陈翔说。

作为国内首个以创世神话为主题的文化工
程，7年来，工程深入系统地发掘中华创世神话
的精神价值，形成了主题文艺创作百花齐放、
学术创新百家争鸣的立体格局，从美术文学到
学术研究，从舞台艺术到影视广播，各类成果
犹如一棵参天大树。

这棵参天大树之所以枝繁叶茂、苍翠挺
拔，来自于扎实的学术研究。工程奠基人之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赵昌平编著的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考述》一书，围绕
中华创世神话进行学术梳理，为工程做出了富
有决定性意义的开创工作，为主题文艺创作提
供了有力支撑。

工程实施7年有余，而“中华创世神话”的
酝酿，则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彼时，导演吴
贻弓、画家施大畏、古典文学专家赵昌平、作
家孙颙坐而论道，说古通今。他们有感于西方
创世神话的内容丰富、家喻户晓，认为中华创
世神话大体处于待开发状态，原有的成果相对
简单零碎，不够系统全面。“我们的创世神话在
内容上丝毫不逊色，还有许多独特之处，若加
以挖掘整理，系统呈现，对今日的文化建设意
义重大，同时也是对话的重要内容。”孙颙说。

此后不久，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
“中华创世神话项目组”成立。至2015年，上海
市启动“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
程”，汇聚上海乃至全国之力，对中华创世神话
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梳理。

学术研究是整个项目的基石。赵昌平先生
全身心投入，长期埋头于浩瀚典籍之中，终于
完成 40 余万字的学术文本。然而还未及 《开天
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考述》一书出版，他便抱
憾离世。虽抱憾离世，赵昌平的学术成果业已
成为工程的根基，孕育出如今丰硕的成果——
以此为原点，迄今已推出 5 个系列 39 种 52 册近
2330万字的“中华创世神话研究系列丛书”，衍
生出美术创作、舞台演出、文学作品、广播剧
等，初步集聚起中华创世神话故事的大IP。

塑造创世英雄形象

进入展览序厅，雕塑 《大禹治水定天下》
如同纪念碑一般位于中央。这里为观众介绍创
世神话工程的概览和缘起，同时以创世神话中
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代表性美术作品——《盘
古开天》《女娲造人》《仓颉造字》《涿鹿大战》

《鼎定天下》，串起整个创世神话展览脉络。
76 件主题美术作品是展览的视觉核心，让

观众清晰地感受到一大批中华创世英雄的可亲
可近。

“先有造型还是先有故事？创作初期，大家
曾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工程组委会美术组组
长施大畏介绍，大家一开始按惯例为伏羲、女

娲等人物画了很多造型，但每个人笔下的造型
都不一样。“后来有人提出：有故事就有造型，
有故事就有形象。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施
大畏说，不管画的伏羲、女娲是什么样，先把
故事讲出来，故事有了，画好了，形象自然而
然就立起来了。

组委会于是决定先从连环画、绘本着手。
由此诞生了 30 组 850 幅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
本系列，将 30 个中华创世神话故事汇编成有机
的体系。这套绘本为大型主题美术创作中的人
物造型做了探索，也让接下来开展的美术创作
有了底气。

“画神话，我们如何不拘泥于固有的描述？
又如何把神变成人？这些都在考量艺术家的创
造力。”施大畏说，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些神话人
物最初其实都是基于人类的形象产生的。“我们
对于创作者的艺术风格、手段、形式都不做限
制，但求抓住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刻画，回归神
话英雄身上的人性。”

有了这样的认知，美术创作工程得以全面
铺开。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美术创作还邀请来自
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家
参与，把漆画、壁画、唐卡、综合材料等多种
艺术样式纳入其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各民
族文化融合在一起，共同讲述创世神话故事。
我们相信定能将这个故事讲得更加清晰饱满。”
施大畏说。

不只是美术创作。上海民族乐团民族交响
史诗 《英雄》、上海交响乐团 《山海经》、上海
越剧院 《素女与魃》 等舞台艺术作品以现代视
角，将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演绎出新意；大型广
播小说 《鸿蒙世纪》《中华创世神话电视书
场》、电视动画片《女娲补天录》等节目将中华
创世故事娓娓道来；《中华创世神话市民读本》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创世神话故事，受到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欢迎……中华创世神话
英雄以更加生动立体的形象，来到大众眼前。

神话故事走向世界

“中华创世神话”的系统探索和故事讲述，
也在海外引起了读者和观众的兴趣。

——出版方面，《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
话考述》已签订英文、韩文版权输出合同；《开
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美文插图本》 相继出
版英语版、波兰语版、捷克语版、保加利亚语
版，图本中的两个故事“混沌开辟”和“女娲
造人”2019年被纳入波兰六年级语文教科书。

——展览方面，“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
话连环画绘本作品展”先后赴比利时布鲁塞尔
中国文化中心、墨西哥尤卡坦州玛雅大世界博
物馆、波兰格但斯克美术学院展出，各界反响
良好。

——展演方面，2018 年木偶剧 《创世——
补天》 获第 20 届“金火花”国际木偶艺术节

“评委会特别奖”；淮剧 《神话中国之洪荒时
代》 应邀参加爱丁堡艺术节艺穗单元活动；交
响幻想曲 《炎黄颂》 作为第 35 届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节闭幕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和英国皇
家音乐学院联合演出……

“从中华创世神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工程与
西方神话文化研究形成了有机的对话、交流。
我们把故事讲好了，自然就能更好地推动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施大畏说。

“经常有人问，遥远的神话人物和我们今天
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孙颙认为，中华创世神话
的精神与当下每个中国人都休戚相关。他分享
了仓颉造字和大禹治水两个故事，认为不论是
汉字还是共同抗击洪水，都体现了一个民族强
大的向心力，“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强大
向心力的民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文化艺
术事业指明了方向。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
时代的创造者。贵州人民特别是
那些山里的乡亲们，他们的淳
朴、善良、宽厚，他们那种骨子
里的倔强，山一样坚韧不拔的性
格，就如同山野的树，夹缝里的
草，风雨中的山歌，无数次震撼
着 我 。 我 从 事 戏 剧 创 作 20 多
年，与其说是我在坚持创作，不
如说是贵州人民、贵州故事一直
牵引我，吸引我秉笔而抒，讲述
他们的历史与今天，奋斗与梦
想，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是家
乡贵州成就了我的创作，使我
在 他 们 的 故 事 里 实 现 艺 术 追
求。我始终认为，只要将艺术目
光永远对准人，人的命运史、人
的奋斗史、人的心灵史，就能
引起大众的共鸣。

这几年，我创作的黔剧 《天
渠》《腊梅迎香》，京剧 《锦绣女
儿》，话剧《出山！》，这些剧目获
得“文华大奖”提名剧目、中国
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百年百
部”“脱贫攻坚”主题全国优秀剧
目展演等全国专业奖项，其主角
无一不是这片厚土上“生长”出
来的人和故事。黄大发，时代楷
模、贵州遵义市团结村原党支部
书记，用了36年，一辈子只做一
件事，带着全村人打通了一条横
跨三个村、9000多米的“生命渠”；
邓迎香，贵州罗甸县麻怀村党支
部书记，带领乡亲用13年贯通一
座山，开出一条致富路，古代的

“愚公移山”或许只是传说，在现
实中，贵州人民用奋斗创造了人
间奇迹；苗家绣娘，用一根根刺
绣银针改变命运；还有那些永远
倒在扶贫路上的干部……这些人
物艺术形象各异，性格不同，但
有一个共同点：自强改变命运，
奋斗创造奇迹。他们，一次一次
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

我想，所谓艺术创作的独
特，是视角的独特、开掘的独
特，从人性之光、人情之美的视
角出发，勾勒出与时代同呼吸、
与人民共命运、有血有肉的艺术
形象。比如 《天渠》 中的黄大
发，不仅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
有血有肉的老父亲；《腊梅迎香》
没有写邓迎香开山修路的过程，
而是另辟蹊径，写一个女人的成
长——从爱一个人，到爱很多
人，从怨一座山，到打通一座
山；京剧 《锦绣女儿》 不是讲阿
彩如何成功，而是塑造了一个经
历失败再次站起来的大山深处的
女性形象。

首先，深入生活是一堂必修
课。我每创作一部作品，一定要
进行采访、蹲点、调研，去倾
听，去观察，去感受，和他们一
起聊天，一起唱歌，一起流泪。
这是我创作的习惯，更是创作规
律。它更感性、更立体、更有温
度，在交流过程中，才能感受到
他们的呼吸是那样真切，奋斗是
那样热血，幸福是那样由衷。我
和创作团队3次深入团结村，3上
悬崖，历时两年创作 《天渠》；3
次深入麻怀村，历时 3 年创作

《腊梅迎香》。走下去，蹲下来，

会获得意想不到的、鲜活的故
事。只有深入人民群众，感知人
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
质，领悟人民心声，文艺创作才
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

其次，将“爱”倾注于这方
厚土的山水人，真正用心用情创
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黄大
发、邓迎香这样身边的平凡英
雄，是在贵州这片热土上“长”
出来的，可敬，可佩，可亲，可
感，可爱，在创作过程中，用心
去体味，用情于笔端，将这份情
感转化为艺术创造力。

第三，我创作的现实主义作
品大量呈现了贵州山水之美、人
情之美的诗意场景，捕捉现实题
材中的诗意瞬间，实现诗意诗情
的表达。这个“诗意诗情”，是指
用独特的艺术眼光洞察生活，抒
写平凡者不平凡的人性之光。

目前，在我已经创作和正在
创作的剧目中，黔剧 《无字丰
碑》 是以中共贵州省地下党的重
要创始人、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
任书记林青为原型，首次以贵州
地方戏黔剧艺术样式反映贵州隐
蔽战线惊心动魄的谍战斗争；京
剧《望星空》（暂名） 则以“中国
天眼”之父南仁东为原型，讲述
南仁东生命的最后22年里，在贵
州大山深处呕心沥血，构筑国之
重器的故事。

踏入新征程，我们要更好地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到实处。在
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新“黄金十
年”中，我将更加关注和倾情于
这片厚土上的人民，以扎根人民
的创作宗旨，守正创新的创作态
度，坚定的文化自信，以文化人
的责任担当，让带着地域文化特
征的贵州故事，更好地展现中国
精神。

（作者系中共二十大代表、贵
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省戏剧创
作中心）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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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任成琦） 第五届
“清华会讲”近日在北京举办，来自
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通
过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探
讨“文明互鉴与文明发展新形态”。

此次会讲分为“文化反思与文明
发展”“文明进步与共同价值”“文明
互鉴与经济发展”等3个分会讲，与
会嘉宾们探讨了如何在文明新形态的

意义上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等问
题，就文明来源、文明贡献、文明进
步等话题展开对话交流。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在开幕词
中指出，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清
华会讲”构建了一个多样文明交流互
鉴的平台，通过思想的碰撞和激荡，
为文明互鉴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本报电（记者武少民） 琴歌、民
族器乐、传统工笔画……记者近日从
天津市教委获悉：经高校自主申报，
天津市教委组织专家组评审，确定天
津城建大学等 10 所高校为第一批天
津市高等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
传承基地。

据天津市教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荣获传承基地称号的高校将把传
承项目纳入本校公共艺术课程建设，
加强学科融合，深化教学改革。以实
践活动为载体，组织学生开展群体性、
体验性、互动性的项目实践活动。以

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建设一支相对
稳定的传承项目专兼职教师队伍，提
升项目教育教学水平。以成果展示为
助推，因地制宜组织学生开展传承项
目成果展示活动，增强学生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近年来，天津切实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学校美育全过程，
在全市中小学成功创建200所中华优
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的基础上，2022
年市教委在高校美育“互学互看”中
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
地创建活动。

本报电 （记者赖睿）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漫
画节开幕式暨第 19 届中国动漫金龙奖颁奖大会
12月 24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备受业界关注
的中国动漫金龙奖各奖项获奖名单在会上揭
晓。本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涌现出众多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佳作，以及讲述
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

获得“最佳剧情漫画奖”的作品中，以
《三国演义》 为蓝本的《烈土千瞳》、被称为漫画
版“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古物异境·启》、故事取
材自屈原《九歌》的《槐》，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再创作。此外，同时获得

“最佳动画长片奖”“最佳动画导演奖”两个奖

项的《新神榜：杨戬》，则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
与“元宇宙”碰撞，产生奇妙化学反应，淋漓
尽致地展现了古风奇幻的东方之美。

一大批致力于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述
新时代故事的动漫作品，也在奖项的角逐中脱
颖而出——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的

《不能忘却的党史故事》 获得“最佳漫画画技
奖”；纪念中国共青团建团 100 周年的 《时局图

（中国共青团建团百年纪念）》获得“最佳漫画
创意奖”；再现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海域安全的

《八六海战》 获“组委会特别奖”；将大湾区的
红色革命遗迹和发展变化有机融合，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 《烽火东江》 获“传承

文明·红色湾区”奖；弘扬体育精神，致敬为国
争光、努力拼搏的运动健儿的 《速滑少年》 获

“龙腾虎跃·体育之光”奖。
业界人士认为，从本届获奖作品可以看

出，创作者从中国故事中汲取灵感和创意，生
产出众多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的优秀动漫
作品，助力国产动漫创新发展。

为通过动漫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
化更好地走向世界，金龙奖还与哔哩哔哩联合
推出了“海外影响力奖”“IP 改编奖”“国风传
承奖”“最具影响力奖”“最具IP价值奖”“最具
破圈潜力奖”六大奖项，最终 《时光代理人》

《两不疑》等作品获奖。
组委会介绍，金龙奖自创办以来就致力于

推动中外动漫文化交流，本届赛事海外征稿收
获颇丰，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
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优秀作
品参与了奖项角逐。“海外漫画奖”最终由漫改
电影《独行月球》原作斩获。

天津推出首批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

第五届“清华会讲”在京举行

从图书出版、美术创作，到舞台表演——

中华创世神话鲜活起来
本报记者 赖 睿

从图书出版、美术创作，到舞台表演——

中华创世神话鲜活起来
本报记者 赖 睿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漫画节开幕

中国故事助力国产动漫创新发展

▲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成果展现场

▲ 淮剧《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演出剧照
（本文配图由中华艺术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