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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彩塑是中国传统泥塑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艺术形式，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彩塑发展的过程中不同

的时代特征和蕴含的文化特色。由此启示今天我们对传统彩塑与时代结合的态度与处理方法。

关键词：彩塑；陶俑；发展；佛教彩塑；时代

在浩瀚的中国雕塑发展史上，中国人对

泥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情感，从中国流

传的上古神话女娲氏抟土造人的传说中可见

一斑，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塑形赋彩相结合

的泥土文化——彩塑，在中国传统泥塑中彩

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传统艺术中

是一朵令世人称叹的奇葩。

纵观整个中国传统彩塑发展史，彩塑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陕西宝鸡

北首领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塑人像，是一名中

年男子的面貌，脸型丰满，头顶扁平，嘴、

眼、耳、鼻孔都镂成孔，类似于面具。绘刺

纹表示头发，眉毛、胡须都以黑彩绘出，脸

部涂满红赭石彩，写实手法逼真，有着中原

男子的面部特征。在作品中透露出中古时代

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态度和顺天承命的人天

观念。这件雕塑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

最早的彩塑。开创了中国彩塑的先河。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传统彩塑的发

展，它的表现题材呈现多样化，其中以人物

为主要造型对象。彩塑人物造型又分为陪葬

俑、宗教彩塑和民间彩塑玩偶等凡大类。

一、陪葬俩的产生及代表作

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生

产力发展的需要同“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的观念发生冲突时，俑逐步取代了血

腥的活人殉葬，成为古代墓葬的主流。最早

出现于商代墓葬中，秦汉至隋唐时期最盛，

宋以后渐衰。俑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再现了当

时社会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对研究当时的

社会经济、文化、制度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同时从俑不同的造型中展现了不同时期俑的

艺术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俑的材质有很

多，而陶俑和泥质彩绘俑作为中国传统彩塑

的一部分，更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一)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价值

秦始皇兵马俑地发现震惊了世界，这是

一支精锐的皇帝护卫军团由步兵、骑兵、车

兵、弩兵、指挥官等组成，在整体上形成一

种排山倒海的惊人气势。陶俑具有高度的写

实风格，陶俑的士兵和将军比例与真人同等

大小，且各个面貌不同，将军的威武果敢、

士兵的勇猛在色彩地烘托下显得更加生动。

秦俑的身体是采用分段模塑然后组装的方式

成型，头部是另外单独手塑成型，使得陶俑

在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情况下，表现出不

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相貌特征等，秦俑中有

天真腼腆的青年，有憨厚质朴的汉子，也有

表情忧郁，心事重重的士兵。如此庞大的工

程，可以想像当时的工匠队伍，他们的技艺

水平绝对是非同一般的。这样壮观的阵营规

模在世界雕塑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击鼓说唱俑的艺术魅力

在西汉初期黄老思想和统治者休养生

息政策的影响下，国力增强，民众生活趋向

稳定，所以在陕西汉阳陵出土的西汉墓葬俑

的造型整体上显得轻松自然，人物的神态和

动作都处在一种较为平和的状态中。东汉时

期，地主豪强庄园经济的发展，使得表现豪

强地主审美和世俗生活爱好的陪葬俑逐步在

贵族阶层的墓葬中广泛出现。在四川成都的

天回东汉墓葬中出土了闻名于世的击鼓说唱

俑。陶俑由于年代久远彩绘尽失，然而它夸

张的艺术造型，丰富的表情，令人过目不

忘。他头扎汗巾，右手执锤前举，左手抱

鼓，面部表情眉飞色舞，似乎说到精彩之处

扬棒槌鼓，得意忘形，这件雕塑把握住了人

物的瞬间神态，堪称陪葬俑中的绝妙佳作。

=、宗教彩塑的产生与发展

宗教彩塑造像是中国彩塑的重要组成。

宗教彩塑造像始于佛教造像，且佛教雕塑占

据了宗教彩塑的半壁江山。自东汉明帝永平

十年佛教经西域传人华夏神州，彩塑佛像随

之传人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造像艺术的

结合和宗教彩绘造像的发展。同时随着佛教

雕塑的出现，道教等其他宗教受其影响也开

始“立像传教”，并同样留下了精妙绝伦的

彩塑佳作。

(一)佛教彩塑的产生与代表作

佛教沿着古代中西交流的南北两条丝

路传人中国，一路沿天山南麓拓展至新疆地

区，一路由河西走廊向内地发展。在佛教南

传的一路上都留下了珍贵的彩塑宝藏，在时

间和空间上记录下了中国传统造像和印度雕

塑艺术融合以及造像和技法的中国化的过

程。从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彩塑、甘肃麦积山

彩塑、敦煌莫高窟彩塑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彩塑和河南洛阳龙门等大大小小的造像遍及

佛教南传沿途的广阔区域。中国历代无名的

艺术家以他们的聪明才智，由一开始单纯的

抄袭印度的键陀罗的造像样式逐渐转变为结

合中国历代哲学人文风俗等因素进行创作，

逐步的从技法形式和内容上完成了佛教造

像的中国化。随着时间的发展，外来造型样

式必然会被工匠们融会贯通加以改造，塑造

成为符合中国民族审美习惯的造型风格。汉

晋时期，虽然佛教造像的面部形象和姿态以

及服饰沿袭印度的犍陀罗样式的基本特点，

但也融人了当时的儒家思想，流露庄重典雅

的艺术旨趣和神采。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彩塑更融人了南朝士大夫的“褒衣博

带”和“秀骨清相”的世俗面貌特点，彩塑

线条具有极强的装饰意味。原来印度的犍陀

罗风格基本消失。随着国家统一，隋唐盛世

的到来。佛教彩塑造像技法的日益成熟和完

整，佛教彩塑发展达到了顶峰。敦煌莫高窟

第四十五窟的彩塑为盛唐时期彩塑代表作之

一，由中间的释迦摩尼和分立左右两侧的天

王、菩萨和阿难、迦叶组合而成。人物动态

生动含蓄，造型转折变化自然，静中有动。

雕塑手法娴熟高超，形象和身材比例已经彻

底抛弃了外来的造型样式，显露出中国彩塑

追求神韵的造型方式，展现出鲜明的中国化

气息．深深影响了以后其他彩塑的发展。

(二)道教彩塑的代表作

山西太原晋祠的彩塑就是在佛教造像影

响下产生地杰出的道教题材作品。圣母殿的

43尊彩塑人物多为宋代原塑。人物比例真实

自然，彩塑的细部表现，简洁生动，圣母的

庄严，侍女们各自的内心活动和性格特点通

过泥塑的外貌和彩绘渲染的结合显得惟妙惟

肖。彩塑更像是宋代地主贵妇世俗生活的真

实写照，侧面印证了宋代市民世俗生活的高

度发达和艺术创作方面的世俗化倾向。宋元

以后，大型彩塑没落，彩塑只有庙宇寺院的

中小型造像和民间彩塑上延续着它的生命。

民间彩塑玩儡的发展与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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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电视版和电影版比较分析
周轩羽

(扬州大学江苏扬州225000)

摘要：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于12月16日推出同名大电影。无论是电影版还是电视版，《我修》都制作精良，赢得观众的喜爱

与专业h_-L-的推崇。但是从荧屏到银幕、从电视到电影的文本转换，需要制作组作出相应的改变去遵守电影媒介的传播和创造规律。通过对比

电视版和电影版的差别，分析《我修》在改编时的策略，对今后电视纪录片的电影改编提供参考。

关键词：《我在故宫修文物》；电视；电影；改编策略

2016年年初，央视播出了故宫九十周

年献礼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故宫

文物修复师为叙事线索，以年轻的视角走进

古老的故宫，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文物修

复技术的历史源流，展示了匠心精神。播出

后，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广泛的收视群体，

成为一部现象级纪录片。12月16日，这部网

红剧推出了同名大电影，上映8天票房累计

539万，成功实现影视跨屏传播。但是从电视

到电影的媒介转换，需要制作组作出相应的

改变。导演萧寒说： “电影要通过电影语言

叙事，它和剧集版属性截然不同。”电影版

抛开剧集版中的叙述性内容，将哲学的沉思

和诗的意境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诗意的

表现。

一、从电视到电影：诗意的视

觉化偏向

电影以大银幕作为视觉载体，画面尺寸

按米计算，影像清晰，加上封闭的观影环境

都要求电影充分利用叙事语言，侧重画面光

影色彩的变化以及起伏有序的画面节奏，营

造视觉美感，应观众持续注视的需要。而电

视屏幕比电影小很多，清晰度和影调稍显逊

色，景别多使用中近景或特写，保证观众能

够清晰观看。电视版《我在故宫修文物》注

重镜头“写实”的效果，尽量保持修复师原

始生活状态，多采用开放式构图、随意性画

面。全景至特写的景别处理上，力求最大限

度地完整再现空间事物和人物活动，力求纪

录修复师生活的自然流程。

相比较剧集版，电影版追求镜头的“写

意”效果。导演将画面视为电影感染力的核

心要素。注重强化“视觉的手段”，精心设

计色彩、影调、光线等画面元素，用画面本

身与镜头间的关系来表达情感与思考，在

客观记录的同时，追求升华的意境美。电

影中，导演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故宫里神气

美妙的生活片段，阳光穿过树叶形成耀眼的

光斑、飘动的白云、笼子里的鹦鹉等空镜头

反复出现，这些画面色彩构图达到最佳，意

境表现极为空远，故宫如诗似画般的生活展

现在眼前。电影版相比较电视版，尝试使用

延时、虚焦等诗意化的镜头，丰富电影画面

形式。如有一处镜头，房檐影子落在斑驳的

宫墙上，随着时间变化着轨迹，将红墙笼罩

在黑影之中。延时摄影的手法，使得画面中

光线、阴影、被摄物体色彩和亮度都有明显

变化，时间仿佛流动起来，给人沧海桑田、

穿越古今的观影感受。电影版每一个镜头都

有选择的含义和意义，并不是镜头的单纯堆

砌，要渗透出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片中过半

处，有一连串表现暴雨的镜头，大滴大滴的

雨珠从阴沉的天空砸落，落在石板上的雨

珠、屋檐下形成的雨帘、雨打湿后闪闪发亮

的门前石狮。雨在中国传统中就是一个表意

符号，通过多角度、多景别的一系列镜头，

展现出雨的强度和破坏力，意化成一种不可

抗拒的自然力量，任这暴雨横流雷霆霹雳也

摧不毁故宫修复师身上的坚韧与不屈。

二、从电视翻电影：解说的弱化

麦克卢汉在《把握媒体》中所说的：

“电视图像不是照片或镜头，即不是像电影

和摄影中那样已经成形的、结构完整的东

西，因为电视‘画面’是由光束不断地在画

出来，因而它是活动的、不稳定的、正在形

成中的事物外形。”观众无法长时间接受这

股光脉冲，因此电视欣赏是开放式、分散式

随着商业发展，民间生活更加世俗化，

由陶俑衍生的小彩塑在宋代以后得到空前发

展。从《礼记》记载“令有司大傩旁僳，出

土牛，以逸寒气。”中直观的反映了它不能

仅仅是单纯的玩具还与节令、风俗有关。更

体现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歌颂与向往。在传

统的民间小彩绘造型中，小彩塑所表现的内

容和题材都体现出“言必有意、意必吉利”

的美好意境。小彩塑自明清以来涌现出许多

各具地方特色的彩塑流派，如无锡惠山彩塑

泥人、天津“泥人张”。

(一)惠山彩塑的艺术特点

“三分塑，七分彩”造型浑圆丰满，淳

朴秀润，奠定了惠山泥人的基本风格，以虚

拟实，以简代繁，以神传情，人物形象简洁

明快，生动传神。以少胜多，重在神韵。彩

塑借鉴了苏州桃花坞以及天津杨柳青年画中

的造型风格，结合泥塑的自身材料特点抓住

最富代表性的情节和人物特征进行创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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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方面采用红、黄、青、绿等色对比使用，

显得人物强烈而绚丽。

(二)天津“泥人张”彩塑的艺术特点

天津“泥人张”彩塑将写实传神，将韵

律、情趣、美溶于一体。人物形象生动，形

体结构写实准确，性格特征展示明朗。借鉴

古代彩塑的传统技法，结合世俗的审美情趣

进行创新，使彩塑形体造型形成流畅飘逸而

严谨的韵律美感。在彩塑的用色上，讲究简

雅明快，将粉色和重彩结合使用，以重彩衬

托粉色使作品产生端庄厚重的艺术效果。

四、结语

彩塑在中国传统雕塑中占据十分重要地

位，泥土经过传统艺人的手被赋予了充满生

命实在的有形的具象。彩塑的发展与中国的

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

文化重视人内心的修为和精神的追求的熏陶

下，中国艺术形成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

独特审美境界。彩塑艺术更是这一独特的审

美境界的高度集中地体现。中国传统彩塑经

历千年的发展和变迁，由幼稚到成熟，再由

成熟走向衰落。几经沉浮，又在近现代的艺

术发展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这种古老的

艺术形式在中国雕塑蓬勃发展的今天，还具

有很高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更会在以后中国

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散发出中国传统泥土彩绘

艺术的独特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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