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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亦奕

从米老鼠、唐老鸭、小熊维尼、小鹿

斑比、史迪奇、辛巴、花木兰到冰雪女王

Elsa 和萌萌的大白……90 余年来，迪士

尼创造了无数奇迹，为一代又一代人带

来了欢乐和美好。在我们习惯了电影

银幕上呈现出的精美 3D 动画之时，你

是否想过这些红遍世界的动画明星们

刚“出生”时究竟是什么模样？

9 月 8 日，“生命之绘——迪士尼经

典动画艺术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开

幕。此展由华特迪士尼动画研究所特

别为中国观众策划，观众不仅能近距离

接触迪士尼各时期的经典动画人物创

作初期的手绘设计原稿，了解其创作过

程中的精湛技艺和奇思妙想，而且还能

见 到 1928 年 米 老 鼠 初 登 银 幕 时 的 模

样。相比于 6 月在北京的首展，本次上

海展览还增加了奥斯卡获奖动画片《超

能陆战队》的艺术创作作品以及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早期的手绘概念图。

捕捉情感 展现人性

“生命之绘”艺术展共展出 300多幅

动画作品，分“友谊”“家庭”“勇气”与

“爱”4 个部分，展品涵盖动画图、布局

图、背景绘图、故事草图和单帧设置，这

些动画电影和动画短片制作过程中不可

或缺的元素都在本次展览中一一呈现。

华特·迪士尼常说：“一切都始于一

只老鼠。”“生命之绘”艺术展也谨遵此

言，开篇就展示了迪士尼动画中最珍贵

的“友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到

1928 年到 1940 年代初期短片系列中的

米奇和他的朋友们最初被创作出来的

样子。寥寥几笔的手绘设计草图将纯

洁的友谊印在了孩子们的心中。“家”是

每个人最温暖的港湾，在迪士尼的动画

作品中，每一个关于家的故事，都向人

们传递着亲情的真挚和伟大。再冰冷

的心，都无法阻挡家的温暖。《冰雪奇

缘》中艾莎和安娜姐妹间的温馨与甜蜜

让人动容。有没有一部迪士尼的动画，

教给你什么叫勇敢？在这里，你一定能

找到答案。《狮子王》是无数迪士尼动画

迷的挚爱，辛巴的坚强和勇敢，让人相

信只要有勇气就能创造奇迹。爱是美

好事物永恒不变的主题，在迪士尼的动

画世界中，几乎每部作品都与“爱”相

关，而它们也告诉大家，“爱”能战胜一

切。在《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是

“一见钟情”解开了邪恶皇后的魔咒。

在《美女与野兽》中，自信的王子必须放

下心中的怨恨，牺牲私欲去帮助一个独

身女子。爱情是纯粹美妙的，所有真挚

的感情都应得到最好的结果。

华特·迪士尼和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首席创意官约翰·拉塞特表示：“华特·
迪士尼先生和才华横溢的迪士尼艺术

家都十分善于捕捉人们的情感，通过动

画作品展现人性，而这一传统也在迪士

尼动画工作室传承至今。”

手绘设计决定电脑绘制

进入 21 世纪的迪士尼迎来崭新的

辉煌时代。2015年的《超能陆战队》，不

仅在奥斯卡颁奖舞台上大放异彩，勇夺

最佳动画长片奖，更在全世界许多地方

创下最高票房纪录，又暖又萌的大白成

为年度最热的视觉符号，至今充斥全世

界街头巷尾。这也使得迪士尼成功继前

年的《无敌破坏王》和去年的《冰雪奇缘》

之后，连续 3 年在票房和口碑取得双丰

收。所以，面对此次展览中蜂拥而至的

“大白粉”，中华艺术宫还特别邀请《超能

陆战队》制片人罗伊·康利带来主题为

“迪士尼动画《超能陆战队》创意过程”的

讲座。从该片的诞生过程，到片中独特

的城市风貌，还有动画创作中的技术突

破，动漫迷们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相对较多运用运动捕捉技术，强调

精确高效的三维动画的当下，迪士尼动

画研究所此次却集中展出了“迪士尼艺

术家”们的手绘设计作品，给人以重回

二维动画旧时光的错觉。迪士尼动画

研究所董事总经理玛丽·沃什强调，手

绘目前仍然是迪士尼的特点，这也是每

个迪士尼人最为之骄傲的财宝，他们将

其背后的艺术性沿袭至今，并且将沿袭

至今后。“以《狮子王》为例，你能在展览

中看到那些宛若透纳风景画一般的色

彩背景图，那是所谓的色彩键——建立

特定连续镜头的颜色，帮助确定了连续

镜头中动作的情绪，帮助推动故事发

展。不管他们是用铅笔手绘、用画板和

颜料和笔刷绘制，或者在电脑上使用工

具软件，它们都是画家创作的，画家们

负责使用最正确的颜色，创作最合适的

背景，他们很认真完成这个过程，即便

这些背景图本身不会直接出现在成片

里，但是电脑成片时所生成的结果，是

准确比照复制这些艺术创作而来的。

毋庸置疑，是画家来决定电脑绘制的内

容，不是电脑，而是画家做出的决定。”

从简单的铅笔涂鸦的故事草图，到

彩色铅笔绘制的水彩的背景图，再到精

美绝伦的单帧设置，当迪士尼的动画角

色回归到一张张纸上，你一定能从艺术

家们的真实笔触中，收获更多的感动和

惊叹，因为他们真实得仿佛真人电影里

的演员一样，甚至拥有比真人电影演员

更纯净透明的灵魂。

“生命之绘——迪士尼经典动画艺术展”亮相中华艺术宫

迪士尼始终看重手绘设计
奕品

“传统文化经典·名家翰墨瑰宝”中国

传统书画名家作品展由中国文联民间文艺

艺术中心、《羲之书画报·当代书画名家》专

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传统书画艺术创

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北京中艺研国际书

画 院 承 办 ，中 国 传 统 书 画 艺 术 研 究 院 协

办。现将征稿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征稿范围：中国画（山水画、花鸟画、人

物画）、书法（不含硬笔书法）

征稿对象：1.中国书协、美协、民协和各

省、市书协、美协、民协会员，中国工笔画学

会会员、中国画学会会员。2.具有较高艺术

专业水平的书画家、书画界新人及艺术工

作者。

征稿要求：1.作品内容健康向上、格调

高雅。2.作品为本人原创作品，尺寸最大不

超过八尺整宣，横、竖幅均可。作品请勿装

裱。另纸注明：作者姓名（以身份证为准）、

性别、身份证号、作品名称、作品尺寸、常用

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3.草书、篆书作

品请附释文。4.投稿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化

名重复投稿者不予评审。

作品评审：由评委会评出金奖作品 2

件、银奖作品 6 件、铜奖作品 10 件、优秀奖

作品 160 件、入展作品 300 件（含获奖作品、

特邀作品）、入选作品 900件。

参展待遇：1.金奖作品：国画 1件奖金 1

万元，书法 1 件奖金 5000 元；银奖作品：国

画 3件奖金各 5000元，书法 3件奖金各 3000

元；铜奖作品：国画 5 件奖金各 3000 元，书

法 5件奖金各 1000元。2.向获奖、入展及入

选作者颁发证书。3.《羲之书画报·当代书

画名家》专刊刊登全部金、银、铜奖作品及

获奖、入展、入选作者名单。4.凡获金、银奖

作者，经本人申请可推荐加入中国民协；凡

获奖作者，作为具备申请中国民协传统书

画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专业委员会委员条件

之一，以及作为具备申请中国传统书画艺

术研究院艺委会委员或理事资格的条件之

一。5.凡入展作者，优先入编《中国传统书

画艺术》（2015·第 1辑），本刊由中国文联出

版社出版。6.择优从入展、入选作品中选出

200 位作者，在《羲之书画报·当代书画名

家》专刊上以“当代最具收藏价值与市场潜

力书法家”与“当代最具收藏价值与市场潜

力国画家”专栏（或特刊）进行重点推介与

宣传。7.邀请获奖、入展作者参加在北京举

行的本届展览开幕颁奖仪式暨中心揭牌仪

式。

参展须知：1.本届展览不收评审费。2.

限于人力，来稿一律不退。3.组委会对获

奖、入展、入选作品有展览、摄像、出版、宣

传及所有权。凡投稿者均视为已确认并遵

守本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征稿时间：从即日起至 2015 年 11 月 10

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邮寄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邮局

39 号信箱“中国传统书画名家作品展组委

会”（收）

邮政编码：102200

联系电话：010-56123916、57432943、

13693170258

速递地址：北京市昌平区超前路 35 号

北京化工大学国家科技园综合楼 2 层 221

室 徐东（老师）收

■为了更好地满足我院战略发展要

求，整合社会各类资源，弘扬中国传统艺

术，繁荣艺术创作，拟在全国具备条件要求

的地区联合成立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院

各地分院（创作院）。有意者请加微信，微

信号：bjx568698（或将详细通讯地址、邮编、

收 件 人 姓 名 、电 话 以 短 信 发 送 至

13693170258）索取详情。

■为积极推动文化市场建设，支持地

方 文 化 发 展 ，打 造 地 方 艺 术 品 牌 ，本 中

心 将 根 据 全 国 各 地 区 传 统 书 画 艺 术 发

展 整 体 水 平 和 实 际 需 求 ，本 着 全 面 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

地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设 立“ 中 国 民 协 传 统书

画 艺 术 创 作 研 究 中 心 地 方 工 作 委 员 会 、

创 作 基 地 ”。 有 意 者 请 加 微 信，微信号：

bjx568698（或将详细通讯地址、邮编、收件

人姓名、电话以短信发送至 13693170258）

索取详情。

“传统文化经典·名家翰墨瑰宝”中国传统书画名家作品展征稿启事

寻一个瓶、一枝花、几条枝，信手侍

弄，造一个禅花画境。这里的“禅花画

境”说的是徐文治的瓶花世界，朴素、冷

瘦、空寂、静谧、自然，几根枯枝、一朵

花，便把清雅寄于瓶中，独抒性灵，幽静

中延续美的意境。

明代高濂曾在《瓶花三说》中提出

了瓶花艺术的审美标准：“得画家写生

折枝之妙，方有天趣。”在徐文治看来，

瓶花艺术与中国的传统绘画有着天然

的联系，但其必须顺应植物自然的特

性，又使它不同于绘画艺术。“瓶花艺术

最重要的是追求构图的势，即给人的感

觉是鲜活、有生机的，这就要顺应植物

自然的本性，体会一花一叶的生机与气

势，然后通过一些艺术手段让它与器

物 、环 境 相 融 合 ，从 而 形 成 一 件 艺 术

品。”徐文治说。

《花九锡》理论体系被低估

中国的传统插花艺术从唐代开始

日趋成熟，晚唐时期罗虬的《花九锡》是

目前流传下来最早的插花理论著作，

“九锡”是皇帝赐给大臣的九种礼器，是

最高礼遇的表示。罗虬比照着这样的

概念，给花赋予了九种“礼遇”：一、重顶

帷（障风）；二、金剪刀（剪折）；三、甘泉

（浸）；四、玉缸（贮）；五、雕文台座（安

置）；六、画图；七、翻曲；八、美醑（赏）；

九、新诗（咏）。前五锡讲的是插花的过

程，后四锡讲的是插花的鉴赏过程。可

以说，《花九锡》虽然只有 77 个字，却是

文人插花艺术从空间、创作到欣赏体系

完整严谨的理论原典。

明代是中国传统插花艺术最为成

熟完善的时期，其间诞生了三本著名的

瓶花理论著作，分别是高濂的《瓶花三

说》、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

史》。其中袁宏道《瓶史》的影响比较深

远，印刷后很快被日本翻译，在日本甚至

形成了“宏道流”。那么，从罗虬到袁宏

道近 600年间的插花理论对《花九锡》是

颠覆超越，还是承袭完善？徐文治认为，

此间的插花理论始终将《花九锡》的理论

体系一以贯之，只不过是内容上更加丰

富了。徐文治指出，目前国内仅仅将《花

九锡》定位于留存最早的插花记载，并

没有给予它应有的评价和高度。

融入生活空间为最高境界

如何将传统的插花融进现实的生

活环境，一直是徐文治关注的重点。他

认为插花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回归到我

们的生活空间中来，他提出“生活艺术

化”的概念，其中的要素就是怎么把生

活空间变得有艺术感，从艺术的角度出

发去规划空间。

今年 4 月，徐文治在恭王府策划了

“清风明月——赵朴初法书展”，展览期

间，瓶花置换了三次，每次均以当令花

材为主。在展厅一隅或插繁花一簇，或

投疏茎数枝，皆不张扬。徐文治说：“瓶

花是为展览空间服务的，一定要和环

境 协 调 ，所 以 不 能 太 跳 ，不 能 喧 宾 夺

主，其作用只是为了更加彰显展览的

主题和意境，而不是突出瓶花艺术本

身。但一定要给人以美的享受，甚至

要 和 画 作 遥 遥 呼 应 。” 为 了 传 达“清

阴淡日转空廊，坐久曾无蜂蝶忙。真

实不虚花满地，残春来看白丁香。”一

作 的 神 韵 ，徐 文 治 遍 觅 小 园 ，寻 一 枝

残春时节的白丁香，静置于尊式花觚

里，阔朗的橱窗里再无其他。观者在

读 毕 全 诗 ，体 会 法 书 韵 味 的 同 时 ，也

能 领 略 到 廊 庑 清 阴 里 的 袅 袅 清 馨 。

“ 插 花 是 有 指 向 性 的 ，可 以 引 导 人 们

去 感 觉 ，去 读 朴 老 的 诗 ，更 多 地 体 会

到其传统文人的心境，所以我在规划

展陈空间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在恭

王府这样的传统宅院中通过器物、作

品、插花来还原我心中传统文人的恬淡

生活。”徐文治说。

日本人是多神论的国家，认为花是

有神性的。多神论的宗教情怀和哀婉

的审美情趣的糅合，铸就了日本花道

的基础。周作人曾说，“日本人缺少庄

严雄浑的空想，但其优美轻巧的地方

也非远东别的民族所能及。”徐文治认

为，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日本的花道是

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研读日本花道

大师川濑敏郎的《四季花传书》、《一日

一花》后，徐文治发现：一花一叶一风

景，在日本侍花人和中国侍花人的眼

底心中，其实大不相同。比如，松、竹、

梅在中国的文化中往往取“凌霜傲雪、

岁寒不凋”之意，象征君子之风，这与

它们在日本花道中承载的“喜庆”“年

神”等涵义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究其

原因是日本插花艺术在观念和文化上

和中国完全不同。

瓶花艺术没有固化的模式

虽然在文 化 上 没 有 契 合 点 ，但

徐 文 治 认 为 ，作 为 立 体 艺 术 ，日 本

的 插 花 技 法 对 中 国 有 很 大 帮 助 。

“ 中 国 古 人 都 是 传 统 文 人 ，不 动 手 ，

谈 的 都 是 理 论 而 没 有 技 法 ，这 就 需

要 去 实 践 ，日 本 的 花 材 和 我 们 的 概

念 不 同 ，但 对 器 型 和 构 图 的 把 握 是

我 们 应 该 去 学的，但不能被束缚，手段

不能变成目的。”

对于当前插花课程大多机械地教

授学生“三大主枝”和“直立式、倾斜式”

等从日本引入的插花技艺，并且一味地

模仿老师瓶花造型的现象，徐文治说：

“大家做出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式，那是

工艺品，不是艺术品，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艺术。瓶花可以插得繁也可以很简，

而不应该只是固化的模式。应该鼓励

大家去发现心里的美，并根据自己的心

性将它表现出来，这需要人和花的交

流，培养艺术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

说，‘瓶花艺术’比‘插花艺术’的内涵要

深，外延要广，包含了人的因素，更能表

达完整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狭义地插出

某个形式。”

《费顿平面设计档案 500 例》是

一部以图文并置的方式呈现的世

界 平 面 设 计 史 ，邀 请 各 国 的 设 计

师、史学家和批评家，以形式与功

能的完美结合为标准，考量并编辑

了成千上万的案例，筛选了来自全

球各地的 500 位平面设计师的经典

作品——上至 14 世纪的活字印刷、

15 世纪的谷登堡《圣经》，下至今天

最前沿的报刊、海报、广告、字体、

标志、符号、旗帜、VI、唱片封面、动

态影像，是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平面

设计史上最卓越优秀的作品进行

了深度地总结和清晰地梳理。这

些作品是最卓越的平面设计案例，

也是当下设计界创新的标杆。全

书内容极其浩繁，共计 1057 页、50

万字，包含了二三千幅精美独家图

片，以及作品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

资料和丰富、精确的创作细节。

难得的是，这本书中的许多资

料是首次以中文披露，在很多方面

弥补了世界设计史料的空白。可

以说，它是一份无可比拟的资源，

包含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平面设计

作品，是适合设计专业师生及设计

爱好者们的常备书和工具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美术

出版社特别邀请中央美术学院设

计学院第五工作室对图书的中文

版 形 象 进 行 了 二 次 包 装 、精 心 设

计，赋予了本书 5 种色彩、5 种外包

装，以不同面貌迎接不同的读者人

群，在版权引进历史上也属鲜见。

徐文治：瓶花艺术贵在展现心性之美

超能陆战队（人物设计图） 2014年 冰雪奇缘（概念创作图） 2013年唐老鸭（清稿造型图） 1934年

《费顿平面设计档案5 0 0 例》

《费顿平面设计档案5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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