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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表达的形式感，不仅是表达和接受的关键因素，也
是艺术生命的重要特征。回望艺术的历史，如何将对时代的
关注，以质性的新颖形式进行呈现，是认知和表达得到改变
的关键。

在五年一届激烈竞争的全国美展中，青岛画家孙娟娟的
工笔《对话》在13届国展获提名奖之后，今年再次以《你好·
世界》的独特视角和构图色彩与以往不同的匠心独运，入选
14届国展。联想这些年她在多项展览的入选与获奖的创作
经历，应该是青岛美术史上的一个特例。

《你好·世界》这件以椭圆外形和木质条状结构连接“婴
儿视角”和“呵护视角”对话的情动之境，是在一种“虚实对
接”新视角的关联中，呈现对表达指向的诠释及外框形式的
突破。这种既源于生活又让画外视角成为主体焦点的想象，
是作者把自己当做“婴儿”甚至不止一个的“希望”，带到人类
对新生命关注的“希望与期待”之中。因此不仅是形式的空
间想象，更是源于生活的独造。它既非西方焦点透视的固定
又似中国传统的移动，更是一个与观者“垂直仰视”的新生视
角。虽其内容的艺术处理延续了13届国展《对话》的基本方
式，即人和物在动的变化与静的凝固中，所交织的超静态画
面的时间叙事和形式上的透叠形塑。让新作在视角连接温
情的达意中，再次呈现对“时间叙事”的创新转化。

把无形的时间进行有形的表达，是画家对时间进行“可
视化”的智慧体现。虽时间性在现代艺术之前，并非视觉主
体，但仍有画家会通过静止的形态、色调、服饰或光照等进行
暗示。而中国画长卷如以叙述五段情节与形态转换提示时
间的《韩熙载夜宴图》，或以人物行走服饰飘逸的“吴带当
风”，去感悟时间的移动。虽然真正将时间从图像从属转为
显性主体“速度感”的，是20世纪初的意大利未来主义绘
画。但清代任伯年《公孙大娘舞剑图》的局部，已经将“速度
感”呈现出来。

虽然工笔画在新的复兴中，促进了表达的出新，如时间
感的画面分割与速度感及用光等的指涉。但总体上画面的
静态性始终没有大的改观。更少有将叙事性与时间流动性
进行契合的形式探索。而孙娟娟第一次人物画创作并获得

“中国精神”2016百家金陵“典藏奖”的《舞动青春·卫士》，这
件作品对机场车站接受安检的表达中，以安检人物的厚度与
被检的“剪影”或虚设＋检测器“渐移”的动感之态，构成了一
种空间和时间虚实流动的新形态。以独特的象征性将公共
场所及人民的安全融为一体，将叙事性与时间的移动性融为
一体。其后，她在第13届中国艺术节、全军美展、青年美展、
第7届全国画院进京展的多件系列作品中，均以“时间叙事”
的动感延伸，打破了工笔画长久的静态之式，让叙事在动态
的“恍兮惚兮”中焕发新生。

有着不同文化语境及含义的时间图式，在孙娟娟的表达
中，并非将迅疾的时间形态孤立地呈现，而是将时间、时代生
活和叙事动态的多样性进行显性地相融，这在13届国展的
获奖作品《对话》中体现得特别突出。在这件以博物馆中不
同国家、种族的人们争相观看凝结华夏智慧及文化源头青铜
器的多个瞬间中，因主体叙事十几个人物及动态量的增加，
使现场或同一个人的神态变化及尺度把握，及相互之间和多
层空间重叠的艺术处理，相对之前的“舞动青春”系列，有了
超能量的变异和难度。但孙娟娟以理性而神秘的亦真亦幻，
将这一与历史文化对话的时间穿越性和叙事及认知的变化
性，通过虚实交叠恍惚而幻化的形式，处理得主次分明，动静
相宜。这无疑是以往的形式与静态的表达所难以达到的。
而其表达的辨识度，不仅仅是图式的形式特异，更重要的是
内容主体形态叙事在延伸中变化的时间性与时间形态的差
异性，不但呈现了时间性中人物形神所蕴含的认知与变化，
而且强化了与主题契合的文化自信在认知中的思考。从而
使这种“形意相契”新表达，体现出认知先于表达的主导性。

形态与形式的新，源于认知之新。艺术的创新并非凭空
而来，一切形式的孕育源自对时代本质的认知及“小与大”的
关联，以及对生活质性提炼与转换的睿智。孙娟娟的“叙事
时间形式”，既包含着与时间密不可分的速度，又将时间的切
片契入叙事的过程，以一种立体多变的结构，折射着当代社
会信息万变的时间特征与认知的独特感受。而且其动态叙
事的时间感，始终与时代和生活紧密相连。如人类安全与健
康的刚需；摄影的普及与随时见证的现实；视角在摄影中的
直仰与对拍，和摄影呈现时间差的“多重曝光”等，都被恰到
好处地提炼并融洽地转换为“时间叙事”的图式。假设没有
对时代特征的敏锐感悟，叙事时间形式的探讨，或许在工笔
画中还是个悬疑。

无论将时间的隐性变为显性，还是将叙事的静态变为动
态，以及中外视觉表达中罕见的“直仰虚实互动”，不仅仅是
技法的把握和视角的转换，更是对视觉形式语言指向的把握
与时代生活认知的契合。也就是说，艺术表达的出新，除需
具备内容与形式和主题的相融之外，还需以一种形式主导的
形象化，去展示其表达认知的思维轨迹。亦如《二泉映月》的
如泣如诉，《命运交响曲》的雄浑激昂。而孙娟娟的有质探
索，则是一个传统形式在新时代创新的显著案例。

作者简介：杨健，特约评论员。

首款国产3A游戏作品《黑神话·悟
空》不仅引爆游戏市场，还成功出圈，引
发了外国朋友对中国古典名著《西游
记》为代表的中国神话传说的强烈兴
趣。可以说，《黑神话·悟空》不仅是中
国游戏行业的荣耀，更是讲好中国故
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
范。

《西游记》是在我国民间传说、话
本、杂剧基础上创作的神话小说，主要
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沿途
降妖除魔的故事。在故事中，人、神、妖
之间界限清晰、矛盾突出，加之唐僧师
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为后人的艺术再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和发挥空间。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受人喜爱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可
谓家喻户晓。他智慧机敏、乐观诙谐，心高气傲和叛逆精神是
其本质特性。西天取经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能的舞台，让
他在降妖伏魔的过程中得到磨炼和成长。一次次出生入死，
对他来说只是斗智斗勇轻松有趣的游戏，而且都是即兴之作。

猪八戒的形象与孙悟空形成鲜明对比：孙悟空是从石头
里蹦出来的，除了虎皮裙和金箍棒，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他不
怕失去什么。猪八戒则看重物质，渴望小富即安的世俗生
活。猪八戒的形象充满喜剧色彩，孙悟空不放过任何机会讥
讽猪八戒鼠目寸光贪财好色。由此，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思想
性格得到充分地表现。《西游记》描写神魔的方式是神性、人性
和动物性的和谐结合。孙悟空是灵性、人性和神性的结合，猪
八戒是惰性、人性和神性的结合。

作为原著的科技衍生品，《黑神话·悟空》深度融合了中国
古典文化元素，传递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情怀。“唱得定
命不由天，笃以为己天命选”强调了个人意志的力量，认为命
运并非天注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自
己的梦想。“因缘使得同向前，抱持各不相同愿”表达了虽然团
队有共同目标，但成员各自愿望和动机却不尽相同，体现了人
性的复杂。比如“了却今生无挂碍，吃顿饱饭便善哉”表面是
猪八戒的简单人性，其深层内涵却揭示了他简单生活和平凡
幸福的价值观，提醒人们珍惜当下的小确幸。

《黑神话·悟空》游戏中的悟空共有三种形象，分别是手持
金箍棒的猴子、以金蝉身份参与故事的主角以及毛发脱落的
老猿。这三种形象体现出悟空三个不同的成长阶段，即从魔
性、人性再到佛性的转化和蜕变。经过对《西游记》的二度创
作，这种高科技衍生品的现实意义自然能够得以充分彰显。

《西游记》与孙悟空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其衍生
品《黑神话·悟空》创新的表现形式为游戏玩家带来了全新的
高科技视听体验，这种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对海外玩家来说
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时，游戏对原著的故事进行再创作，通
过丰富的旁白、细腻的环境叙事和角色间的微妙互动，讲述了
一个更加复杂的悟空故事。这种戏剧化的处理，不仅有助于
玩家理解《西游记》的经典内核，还带来深度互动体验，是原著
和游戏跨界联动的一次成功实践。

《黑神话·悟空》之所以大获成功，得益于它呈现的现代潮
流元素源自中国古典文化。之所以成为文化爆款，在于它卓
越的游戏品质，更在于它蕴含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以及强大的跨时空传播能力。这款游戏是文化创新的一次成
功实践。不仅为我国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和
渠道，更为坚定文化自信、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探索了新路
径。一方面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传承，《黑神话·悟
空》从《西游记》获得灵感，展现了神话元素和文化内涵；另一
方面，注重创新表达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运用现代创新技术和
创意手段，展示了文化创新的能力。此外，这部作品通过情感
共鸣激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增强了中国民众对本土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了中华文化的
持久魅力和影响力。

文学是原著小说及其艺术衍生品共同的母体，3A等游戏
作品的诞生虽然是文学与科技联姻的成果，但终究是文学表
现形式的一个类别，与其母体有着先天而紧密的亲缘。根据
小说改编的游戏产品与文学母体相关联的最直接的纽带，就
是通过科技的巧妙运用，将原著小说通过文字构造的艺术世
界与艺术神韵以高科技的方式转换成极具艺术感染力的虚拟
时空。只有坚持艺术的独创性，才能使得原著与改编后的游
戏作品相得益彰。科技衍生品在原著的滋养下被更多受众接
受，原著小说也可以凭借科技媒介扩大社会影响力。

作者简介：陈敬刚，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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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娟娟作品《你好·世界》入选第十
四届国展。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