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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变 永恒之美
——评《敦煌壁画艺术赏析》

□裔 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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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敦煌成为中国艺术家的朝圣之地，莫高窟
是信仰之地，也是艺术之域，滋养了无数中国艺术家。唐勇
力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第一次寻梦敦煌，从此与敦煌
壁画结下不解之缘，他的艺术因此而发生重要转折。他体悟
深，获益多，新创画法，确立画风，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杰出
代表。

唐勇力先生早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
院）中国画系，系统的学院教育使他具有扎实的造型功底
和良好的笔墨修养，而他个人画风的确立，却大多得益于
敦煌壁画，这并非偶然。敦煌壁画堪称“墙壁上的博物馆”，
气势宏大，精美绝伦，无论是谁步入莫高窟，都会被这颗璀
璨的艺术明珠所征服。唐勇力先生将初见时的震撼，转化
为深入的研究，无论是敦煌壁画的内容与题材，还是风格
与特点，他都烂熟于心，如数家珍。他痴迷于敦煌壁画历经
千年风化而形成的斑驳肌理。在他眼里，色彩的变化、墙面
的脱落是时光的密码、岁月的痕迹。他由此自创“脱落法”，
长于表现斑驳的肌理，历史的沧桑。这一新颖的手法，丰富
了工笔画的画法，拓展了工笔画的艺术表现力。

从喜爱，到研究，到转化，到弘扬，唐勇力先生与敦煌壁
画缘分深厚，意义非凡。全国政协书画室组织“书画艺术系
列讲座”，邀请全国著名艺术家讲解书画艺术，备受广大读
者欢迎，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他们邀请唐勇力先生讲解、
赏析敦煌壁画艺术，并纳入广西美术出版社策划的“书画艺
术讲座”文集系列丛书。《敦煌壁画艺术赏析》的出版，不仅
仅是对讲座的学术总结，而且是唐勇力先生对敦煌壁画的
研究结晶，更是他对历代无名画工的致敬。本书图文并茂，
283幅插图丰富而精美，其中关于敦煌壁画的插图就有220
余幅，呈现敦煌壁画的艺术流变与沧桑之美。同时，还附有
西方著名壁画、西方抽象绘画以及唐勇力先生的代表作总
计60余幅，在中西对比和古今对话中，细致入微地探析敦
煌壁画的艺术魅力与历史价值。

本书不仅介绍了敦煌壁画的七大题材与内容：尊像画、
经变画、供养人画像、中国传统神话题材、装饰图案画、山水
画、故事画，而且概括出敦煌壁画的六大艺术风格与特点：
崇高·优雅、对称·庄严、阳刚·阴柔、悲壮·英勇、和谐·浪漫、
朝代不同·画风各异，全面总结了敦煌壁画的风格与特色。

同时，唐勇力先生还专辟一章，细致分析敦煌壁画历经千年
而产生的丰富的色彩和肌理变化，引领大家去感受敦煌壁
画的岁月之美。

一般的学者主要从知识角度介绍敦煌艺术，而唐勇力先
生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以创作者的目光审视敦煌
壁画，并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因此，他更注重引领大家以审美
的眼光去欣赏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而不仅仅是画中所表现
的那些故事。他甚至告诉大家非常具体的欣赏方式，尤其对
于专业画家如何欣赏敦煌壁画，他建议在看整体的同时，更
重要的是看局部。他说：“莫高窟中的壁画有一个特点，就是
当你进到洞窟的时候，它会让你眼花缭乱，找不到核心点。顶
上有画，四周也是画，角角落落全都有画，满得不得了，你到
底看什么？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局部，要看每一个画
点，一段一段的画，一段一段的看。在看的过程中要进行取
框，就像摄影师要取景一样。”“看局部都要看些什么呢？一是
看造型，二是看画面布势，三是看色彩运用，还有更重要的是
看千年的肌理剥落产生的那种混沌的感觉。”

唐勇力先生不仅仅对敦煌壁画有着严谨而独到的研
究，他宏阔的学术视野，横跨中西，贯通古今，因此，本书中
特设“略谈西方壁画”一章，以米开朗基罗、乔托的壁画为
例，从壁画的图式、造型、色彩、技法、材料等多方面分析中
西壁画的差异，他认为中国壁画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更具
有想象力，西方壁画写实能力更强。他还从形式语言的角度
切入，分析壁画局部与抽象绘画的关系，他将波洛克、基塔
伊、利希滕斯坦、前川强、斯塔埃尔、维勒特莱、透纳等十余
位世界著名抽象艺术家的作品与敦煌壁画的局部做一一比
对，从点、线、面、黑、白、灰、虚、实等多维度解读艺术的形式
规律。同时，他还深入剖析中国书法艺术、中国写意艺术与
西方现代抽象艺术的关系，体现了他对艺术本体以及艺术
本质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

本书可贵之处还在于，唐勇力先生以“我的敦煌之梦”
为题，将自己如何受敦煌壁画的启迪而逐步形成鲜明画风
的历程和盘托出，他逐一剖析自己1992年至2003年创作
的《敦煌之梦》系列作品，总计24幅。他采用超现实主义手
法，以斑驳的肌理与精雅的笔线，将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梦
幻、信仰与艺术巧妙地联结起来，他称之为“时空穿梭”。这
种“穿越式”创作的背后，一方面体现了他对敦煌壁画的高
妙借鉴，敦煌壁画斑驳的肌理，直接启发了他“脱落法”画法
的新创及其画风的确立；另一方面，古今穿越、世俗与信仰
并置，反映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与思考。敦煌壁画作为宗
教艺术，生命是永恒的主题。唐勇力先生从敦煌壁画的造
型、色彩、肌理背后，领悟到更深的关于艺术和生命的意义。

读者跟随唐勇力先生的脚步，去到那孤峰峭壁上的艺
术殿堂——莫高窟，透过艺术家那双敏感而深情的眼睛，欣
赏敦煌壁画的千年之变与永恒之美。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

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经历了从决
策式AI、分析式AI到生成式AI的
逻辑转向，艺术内容创作成为
AIGC技术可拓展的新板块，其中
的影像艺术作为涵盖文本、图像、
音频、视频的综合性样式，未来的
艺术创作模式极大可能被重塑甚至
颠覆。尤其是在艺术教育领域，新
技术的引入催生了新的创作模式与
教学方法，也拓展了艺术媒介、形
式、语言、风格的革新，促使人们
对影像艺术新样态产生更多的可能
性思考。

6月6日至21日，由北京师范
大学数字创意媒体研究中心联合北
京电影学院 AI 影像科学与艺术中
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新媒体演艺
创新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
视学院未来影像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的“可生长的图景”青年 AI 艺术
家邀请展正式开幕。展览聚焦于人
工智能影像对于现实世界的动态指
涉，试图展现出当下 AI 创作的复
杂性、模糊性与易碎性的同时，将
人类自身作为艺术媒介，重新思考
由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世界图景的
美学转向。其中，“生成”是人工
智能的技术存在方式，而“生长”
却是以人类为代表的碳基生物的关
键词，“可生长的图景”的主题阐
释实际上是从 AI 与人类之间的耦
合关系出发，展现了青年艺术家与
AIGC技术的同频迭代，突显他们
对于这个由来已久却又不断生长的
可能世界的价值思考，以此在这个
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试图重建影像
的光晕。

今年北京电影学院第 16 届先
力奖开幕短片《乘着电影的风》为
展览拉开帷幕，该影片实际上以纸
飞机为线索，运用AIGC的方式串
联了电影的历史发展，也在某种程
度展现出AIGC与电影之间的深度内涵。本次邀请展共展出36
件作品，其中既有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AIGC短片单
元的获奖入选影片，也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重庆大学的师生作品，
以青年的视角展现出对于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解读。本
次参展作品分别展示于五棵松万达广场的蝴蝶屏、球形屏，以
及在六层全新搭建的百余平米的作品展区，共计三大展区，依
据不同的空间属性形成从远观到游观，从卧观到静观不同的空
间叙事逻辑。

展览共分为三个单元。第一是“镜”单元，镜子是对现实
世界的镜像映射，是对艺术再现与重生的隐喻。学者艾布拉姆
斯曾经以“镜”隐喻西方艺术的“再现”传统，即影像艺术是
一面反映并模仿真实世界的镜子。AIGC以一种“现实主义”
的姿态探索了现有影像内容的分野，包括AI纪录片、AI预告
片、AI广告片等等，在静态与动态的智能图景中呈现出外观
模拟的新艺术形态。第二是“灯”单元，灯是内心世界的感知
与照明，是心灵与外在世界的交互。与“镜”相对应的“灯”
则展现出艺术的“表现”传统，即事物在镜子面前始终保持着
清晰的完整，而在灯的映射下则成为变幻莫测的影子。AIGC
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不仅仅是停留于想象、夸张、唯美等领
域，同时也在于将发光物的隐喻赋予创作主体，即看见人的心
灵主动性，实现艺术家与现实世界的交互映射。第三是“梦”
单元，梦是对虚构世界的梦境架空，是幻觉，更是浪漫与迷
离。“梦”既不是现实主义的镜，也不是浪漫主义的灯，它在
超越再现与表现的基础上，借助影像重新制造出方寸幻境，是
对虚拟世界的梦境架空，也许在人类世界的无限重复背景下，
AIGC成为突破想象力瓶颈的开关，是对未来与虚幻场景的无
尽想象与延伸。艺术作品反映的世界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而
是波粒二象的动态审美，展览集中探讨了人工智能艺术的不同
延伸，展现了“生长”语境下人工智能艺术的审美可能性与未
来价值。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拓宽了人类创造艺术的手段、技巧与
行事方式，让图景的生成不再需要复杂的技术模拟，而是简单
的指令。“虽然大量外观相似的物体或图像可能因为视觉/体
验’解读’上的相似性而显得相关（或相连），人们不能因此
而声称有艺术或概念上的关系。”尽管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与艺
术的联系时常受到质疑，但可以看到的是，两个世纪前摄影术
的出现也曾让绘画艺术面临类似危机，促使了绘画艺术更快地
从对外观相似的追求中解放出来。而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生
成物并非静态的图景景观，对于艺术的表达也超越了外观形似
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广泛群体的记忆认
知构建了技术与人共生的记忆仓库，在不断生成新的影像时也
在试图保存人的情感仓库。故事是人类的记忆与情感交织的复
杂图景，从对白到文字再到影像，自古以来被视作人的专属
物。如果故事离不开记忆与情感，那情感是否同样可以被生
成？基于过往记忆的印象或影像能否在人与技术的交融间创造
新的共鸣体验？这些都是 AIGC 介入艺术表达之后带来的余
论。

（作者周雯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主
任、教授，陈焱松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
励耘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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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手记■书林漫步

隋 莫高窟第397窟 西壁龛顶北侧 乘象入胎

北魏 莫高窟第257窟西壁 鹿王本生图

展览现场

《敦煌壁画艺术赏析》，唐勇力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2023年8月

本报讯 6月25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协、中央美
术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北京市文旅局
共同主办的“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黄永玉新作展”在中
国美术馆开展。“如此漫长，如此浓郁”这一主题，源自黄永
玉1979年所写的文章《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
在文中这8个字之后，还有6个字“那么色彩斑斓”。黄永
玉生前便在谋划筹办自己的百岁画展，为了向观众呈现与
以往不同的绘画面貌，他专门精心创作了一批新作品。此
次展览集中呈现这批黄永玉晚年的新作近160件，全面向
观众展示黄永玉90岁以后的创作状态和艺术追求。

黄永玉一生涉猎的艺术领域非常广泛，不仅在版画、
国画、油画、漫画、雕塑等方面造诣高深，而且还是位富有
才情的作家。他将文学视为自己最倾心的“行当”，从事
文学创作长达70余年，先后出版了《永玉六记》《吴世茫
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
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等文学作
品。在去世之前，黄永玉还在创作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
浪荡汉子》。

此次展览主要展出的是其中国画作品，这批作品中最
早的创作于2015年，最晚的创作于2023年黄永玉去世前

不久。展览作品数量众多，类型多样，题材涉猎广泛，涵盖
古装人物、现代都市、花卉、动物、生肖、摔跤等不同题材。
黄永玉喜欢用白描的方式作画，比如他97岁时创作的《李
时珍先生随想》，不但精心描绘了想象中的李时珍人物形
象，还在主体人物的周边，用墨线勾画了数十种植物、昆虫
和药材，整幅画面被细若游丝般的线条布满，繁而不乱，极
具视觉冲击力。欣赏黄永玉的作品，不仅是看画面表现的
内容，更重要的是读画中的题跋。此次展览也展出了不少
注重书法题跋的画作，有的寥寥数十字，有的则有数百字，
更有《宋元君到底想画啥图》，画中题字多达上千字。这些
文字与传统题跋的表意抒情有所不同，处处透露着黄永玉
独特的幽默风格。细读这些作品，不但可以了解画作背后
的故事，更能看到一位百岁老人对青春的回忆、对生活的
热爱和对人生的感悟。这份冷静、睿智、风趣、幽默共同构
成了黄永玉的人生写照。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7月11日。 （杨茹涵）

“那么色彩斑谰”
“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黄永玉新作展”在京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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