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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列短片《此画怎讲》之前，有许多

“讲”画的方式，但这一次，画作上的人物自

己开口了。以古画《果亲王允礼像》为主题

的一集，巧借直播形式，通过“果亲王”对身

边文房摆设、身上服饰妆容的介绍，把画作

元素风趣解读出来，甚至由一盆墨兰花里的

灵芝，说到兰芝竞秀、君子之交的传统文化

寓意，由画像的面容立体、层次分明，引出清

代“海西画派”将中国传统画法和西方阴影

透视相结合的知识点。短短5分钟，不仅讲

了画，而且画里有“话”，对当下的古风写真

热、直播热做出生动回应。

“古画会说话”和之前的“国宝会说话”

类似，意在以亲切的面貌、活泼的语态，拉近

古画与当代人的距离，让更多人感受传统与

当下的息息相通。讲述传统的方式变了，回

应传统的方式一定也会变化。传统“活”在

当下、文化传承有“我”，渐渐成为一种创作

共识。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中汲取自信和

底气，热情参与文艺众创，推动国风国潮的

创意奔涌。

近几年以“文物会说话”“文物活起来”

为代表的一系列现象，让人们看到创意引

领、技术驱动下的创作活力，看到传统文化

的研究和传播相向而行，看到大众广泛参与

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些正在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到一个

新的高度。

当然，动起来、融起来、活起来，只是开

始；静下来、沉下来、传承创新下去，任重道

远。有关古画的故事还有很多，有关古画的

讲法还有很多，像古画这样积淀着中华民族

审美旨趣、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的文艺样式

还有很多。传统浩浩荡荡，创造生生不息。

传统文化的新表达，不仅要讲出趣味，也要

讲出深度；不仅要讲出美来，还要讲出美背

后的精神、理想与追求；不仅要面向当代受

众，讲出新的时代内涵，还要面向世界，在更

高维度上彰显中华文化与古为新的接续创

造。 ■ 据《人民日报》文/胡妍妍

“阅读”古画动起来融起来活起来

导读：音舞诗画节目《忆江南》成为2022年央视春晚的“刷屏”之作。它带观众进入

名画《富春山居图》中畅游，林峦浑秀，烟波浩渺，画中人物放声吟唱，渔樵耕读悠然自得。

舞剧《只此青绿》“火”到一票难求。它将传世经典《千里江山图》搬上舞台，让“我见青山多妩媚”有

了生动具体的意象。

北京冬奥会之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长卷《冰嬉图》“动”了起来。三维动画“复原”了《冰嬉图》中

160组人物和“运动员”们的冰上动作，由它触发的一系列文创作品为北京冬奥留下生动印记……

收藏于博物馆中的珍稀古画，离当代普通人的生活似乎有一些距离。然而近年来，“高冷”古画在创

意、技术与艺术的合力之下大放异彩，不仅以更加亲切活泼的面貌走近大众文化生活，而且接连出圈，引

发现象级传播。破解古画在今天的流量密码，将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有益启示。

手握长卷，徐徐展开，仿佛置身其间，一

步一景，可观可游。这原本就是中国古代绘

画特有的“打开方式”之一，古人因而有徜徉

画中山水的“卧游”之说。今天，科技的赋能

让“人在画中游”有了无与伦比的实现可能。

登录网站“故宫名画记”，千年名作的超

高清数字影像令人大饱眼福，无限放缩功能

让细节纤毫毕见。借助数字绘景和3D复现

技术，一幅《秋林读书图》可以从平面变得立

体，上一秒刚跨过秋林中的潺潺溪水，下一秒

视角便已经跃升到空中，俯瞰群山巍峨。数

字副本让珍稀古画的“露面”机会越来越多，

在3D、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全息投影、交互

技术等的广泛应用下，“画游系列”成为当下

沉浸式艺术展的热门主题。你可以从船上视

角跟随音乐进入北宋繁华的河道，感受《清明

上河图》的人声鼎沸和车水马龙；也可以随着

屏幕上光影颗粒的缓缓移动，亲见《千里江山

图》绘制的细节过程，欣赏青绿山水在昼夜不

同时段下的景色变幻。

围绕古画的这些“动起来”，虽不能取代

对原作的欣赏，但无疑打开了普通人接近传

统瑰宝的通道。有人说：古画动了，世界静

了。古画所蕴含的文化富矿一经打开，悠远

的历史场景、历经岁月沉淀的色彩、饱蘸感情

的笔触、娴熟精湛的技艺，一下子把人拉回到

“从前慢”的时代。还有人说：古画动了，身

体里的DNA也跟着动了。古人的丹青创作

和今人的形式创新两相碰撞，唤醒了观众内

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古画动起来，

不仅是对观众的“循循善诱”，也向创作者敞

开了宝贵的审美资源和文化资源。

打开青年国风乐团“自得琴社”的视频，

看到的是一幅静中有动的古代画卷：淡黄色

的背景有如一卷展开的宣纸，几位演奏者发

髻高绾，身着古代服饰，古琴、笛箫、大鼓、中

阮，信手弹拨吹奏，悠扬乐声从古画中流淌出

来。这一系列“古画音乐”的视频在互联网上

收获数以亿计的播放量。“古画+国风音乐”的

形式是后来才摸索出来的。最初，演奏者多

是穿着白色衣衫、坐在白色布景前演奏，效果

不佳；后来他们邀请专业团队“复原”古风妆

容与服饰，并对背景做了调整，才呈现出今天

这种似曾相识的“古画感”。

不独“自得琴社”，“古画感”成为许多热

门国风舞蹈、诗词节目、文物类综艺的风格选

择。作为传统文化的视觉集成，古画不着一

言、气象万千，能够集纳服饰、妆容、音乐、舞

蹈、诗词等内容于一体，成为演绎传统文化的

生动场景。在时下的国风国潮中，以“画境”

统摄传统要素和当代形式，在融合性表演情

境中展现文化的古韵与新貌，已经成为一种

创作趋势。去年火出圈的舞蹈《唐宫夜宴》就

伴随着娇憨可爱的唐代女乐官的舞姿，徐徐

展现《簪花仕女图》《捣练图》《备骑出行图》等

画面，舞与画呈现有趣“互文”。

这种融合不仅是艺术形式上音、舞、诗、

画的结合，也是传统舞台艺术与电视艺术、视

频形式的结合，是文艺与数字科技的结合，是

媒介形式上的优势互补。放眼当下的传统文

化热，新技术新媒介的融合运用在其中扮演

重要角色。年轻人身着汉服游逛历史文化街

的时候，会适时举起手机进行直播；短视频网

站上，网友自发生产着海量的国风内容；动漫

游戏嫁接古画背景、民乐配乐和非遗技艺体

验，也很受用户欢迎……直播、短视频、影视

综艺、文创、文旅，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与

传统文化的“超链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

化也通过更为综合的媒介形态不断“升维”。

动起来
换一种古画的“打开方式”

融起来
实现与传统文化的“超链接”

活起来
用新讲法激发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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