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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王学义被评为自治区级非物质遗产寺观壁画传
承人。他告诉记者，按中卫市地区寺观壁画传承史来论，已知
有文字记载的传承技艺始于清朝，首代为牛景春；第二代传承
人为民国时期的王道清，至王学义已属第三代传承人。

在现代文明蓬勃发展的当下，王学义认为，传承的古老
技艺不能丢。2016年初，应中卫市志办邀请，他开始创作绘
画宁夏地方史画丛书《中卫史话连环画》。该系列作品共有画
面 545幅，从远古时期到现代，时空跨度近万年，是对发生在
中卫市（含原中卫县、中宁县、海原县）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
文物古迹的真实还原。仅挑选收集资料图片就好几千幅，从
构思草图到完成画稿，历时一年多辛勤创作。全书包括历史
源流、人物春秋和古迹景观，其中远古、包兰铁路建设、沙坡
头治沙工程画面 226幅，中卫人物画面 222幅，古迹景观画面
52幅。为此，年逾古稀的王学义在详读连环画文字脚本的基
础上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图片，历时一年精心绘制，力求更
大程度上还原中卫市的古建筑风采，留住文化根脉。如今，该
作品已交付出版。

他不顾自己高龄，笔耕不辍。在创作《中卫史话连环画》
的同时，依据中卫市地方史料，采访知情老人，创作了界画
《中卫古城图》民国版及明清版两幅，中卫名村《莫家楼》复原
图，中卫古民居的典型《吴家大院》复原图，以及中卫古建筑
《中卫文庙》《中卫文昌阁》《中卫新墩花园》复原图等，展现中
卫高庙全貌的大型界画《高庙保安寺》，以图画形式再现了已
消失的中卫历史文化遗产，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和好评。

王学义笔下的人物细腻妍雅，风神超逸，极富韵致。
王学义绘制寺观壁画多采取工笔重彩单线平涂画法，讲究
线条节奏、虚实、刚柔等变化；并因地制宜运用多种表现技
法，根据宁夏地区风沙大，寺庙建筑门窗较小，采光不足的
特点，他的画作多选用艳丽明快的石绿、朱红为主色基调，
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场景和人物形象。他说，近年创作的主
要有中卫已消失的古建筑、典型村落、民居复原图，中卫古
城图和中卫农耕文化长卷，中卫史话连环画。自己绘画创
作时很注重人物表情的描摹，从而传达出不同人物的性
格：如展现黄恩锡的博学，郑云亭的忠厚，李天才的刚烈、
冯中江的英勇等都得到了生动有致地表现，传达出感人至
深的意蕴。画本无言，画家所说的或许都在画中。王学义
的古建绘画作品细腻感常常引起观众的共情，追寻小时候
的家乡记忆。

“回首心牵鼓楼边，乡下进城报春笺。画若廉颇难负老，
笔如吴起敢攻坚。”这是王学义的老朋友对他的评价和褒奖。

为确保非遗技艺后继有人，王学义每到一地都会吸收助
手和徒弟参与绘画。至今他的徒弟中有中卫市及外地弟子多
人，目前都能独立从事壁画绘画。年逾 80的王学义，还建立
了非遗技艺传承基地，不定期举办培训班，潜心培养新人，还
编辑寺观壁画著作数本，为弘扬中卫市民间美术文化，重振中
卫寺观壁画风采履行了应尽的义务。2019年，王学义加入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如今，王学义的 2个孩子也在积极学习寺观壁画技艺。
王学义说，给后辈儿孙和社会留下一笔精神和艺术财富，那样
的价值才是不可估量的，也是我需要尽心尽力去做的。他相
信，传承是为了看清现在，更好地走向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1月 10日电 大力加强新时代题材创作、坚持
在火热生活中汲取艺术创作营养、改进和创新艺术生产方式方
法……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 9日至 10日在京召开，对做好 2023
年艺术创作工作提出一系列要求。

要牢牢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新的历史方位，大力加强新时代
题材创作，着力表现新时代史诗般的伟大实践，着力呈现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着力展现人民生产生
活。要尊重和把握艺术创作规律，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坚
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坚持在火热生活中汲取艺术创作营
养，增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自觉性、主动性，将“身入”“心
入”“情入”落到实处，健全完善长效机制。要改进和创新艺术生
产方式方法，找准选题，讲好故事，发挥集体创作优势，融合现代
科技成果。要切实提高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完善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建立全链条艺术创作体系，培育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
的良好生态。

会议提出，加强选题规划和创作引导，推出更多鼓舞信心、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好作品。安排好演出计划，推动演播发展，丰富
优质供给。抓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积极推进新技术应用
和艺术创新发展。加强艺术理论和实践研究，更好指导创作生
产。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注重完善创作推进机制、政策引导机制、
市场管理机制和考核评价激励机制。

会议期间还发布了《2023-2025 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划》和
《2023-2025美术创作行动计划》，开展专题培训，著名艺术家结合
创作实践讲授经验、分享方法。

“古希腊人：运动员、战士和英雄”特展日前在江苏苏州博物馆
西馆开幕。本次展览通过大英博物馆收藏的 177件精美文物，展现
了希腊人在儿童游戏、体育运动、表演艺术、军事装备、陵墓装饰等
多个方面的竞争精神。

从描绘两个男孩玩羊拐骨游戏的红绘陶罐，到形态各异的赛
跑者青铜小雕像；从制作精良的全套青铜盔甲，到璀璨夺目的胜利
女神玉髓宝石，观众可以生动地感受到“竞争”给古希腊文化带来
的积极意义与深远影响。

“‘立江南，观世界’，秉持着这个办馆理念，我们将‘古希腊人：
运动员、战士和英雄’特展呈现给了观众。”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
说，展览中有来自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哈利卡纳索斯陵墓的 5件
文物，这是它们首次在国际巡展中展出。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2024年 2月 25日。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加
强故宫世界文化遗产及馆藏文物的保护、研究和传承利用，促
进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在京
开工。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文化设施、中央
和国家机关在京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平安故宫”工程子项目之
一。该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依山傍水，建筑面积 10万余平方
米，是一座集文物展示、修复、保存和文化传播、观众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北院区的建成，将有助于故宫古建筑空间
腾退和修复保护、有效缓解大型珍贵文物科学保护和展示利用问
题，为故宫博物院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优质的
参观服务和文化体验，也将助力北京市“博物馆之城”和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故宫博物院将全力支持工程建设，
扎实做好北院区未来的整体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故宫博物院本院
与北院区的关系，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中
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六集电视
专题片《长征之歌》于 11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播出。本片以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依托，力求通过讲述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
神、反映新长征的新成就。

据总台相关负责人介绍，《长征之歌》展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数字化保护工程、泸定桥铁链制作技艺传承、甘肃会宁红军党员登
记表等画面，用各类文物和文化资源讲述长征故事。此外，该片围
绕当年红军的庄严承诺，讲述了今天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
各族人民“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故事，展现“长征与我们”的
理念。

大力加强新时代题材创作

古希腊珍品亮相苏博

1月10日，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参赛选手进行雪雕创作。
当日，第二十三届黑龙江省雪雕比赛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

园区开铲，比赛将历时4天，共有10余支代表队参加比赛。
新华社发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开工

六集电视专题片《长征之歌》将播

宁夏 艺人

自治区寺观壁画非遗传承人王学义：

让民间艺术在墙上“开花”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作 为 中 国 绚 丽 多
彩的民族艺术重要组
成部分，寺观壁画常见
表现形式有人物造像、
传 说 故 事 、山 水 花 鸟
等。这种绘画形式兴
于汉晋，盛于唐宋，工
艺种类繁多，制作过程
不同，内容丰富，反映
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丰
富了中国绘画史内容。

已 年 过 八 旬 的 王
学义老人是自治区级
寺观壁画非遗传承人，
他将中卫地区的丰富
文化遗存用绘画技艺
再现于民屋墙壁之上，
宛如盛开的一朵朵中
华文明之花，向世人展
现时代文化魅力。

穿过中卫市熙攘的闹市区，行至柔远
镇莫楼村，这里有一座建筑面积约 500平方
米的老院子，正是建于 2022年 1月的王学义
美术馆。斑驳之间，墙上、檐上、门拱处的
图案色彩艳丽，馆内大量陈设有王学义近
年来创作的中卫古建筑、中卫农耕文化及
寺观壁画，这里是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寺观
壁画传承基地。

中卫市自古为塞上名城，文化历史发
祥久远。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卫宁地区古
建绘画之风达到巅峰。这些丰厚的文化现
象和历史遗存为中卫寺观壁画的产生、发
展、传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但由于历史原因，至上世纪 70年代，
唯有高庙新鼓楼建筑保留了少部分壁画，
成为研究中卫历史、宗教、美术的珍贵资
料。到上世纪 80年代修复古建筑时，在世
的几位彩画老艺人都年事已高，无精力从
事壁画工作，年轻人又无人会此技艺，已无
寺观壁画人才，只能从青年美术爱好者中
选拔培养。酷爱绘画的王学义就是其中的
佼佼者。

王学义 1942年出生在宁夏中卫，早年
当过农民、工人，从事中学美术教学及印刷
设计 30余年，有着深厚的绘画功底。20世
纪 80 年代，中卫市修复古迹新鼓楼，经推
荐，参与古建壁画工作，在这里重逢分别 20
余年的老师王稚春，同台作画。之后王学义
利用假期及业余时间参与了多处古建壁画
修复工作，此间结识了中卫著名老艺人
王在田，他擅长国画精于古建彩绘，在高庙
留下了大量作品，王学义技艺深受其影响。

2002年，王学义退休后专业从事古建
壁画，先后在宁、甘、蒙等地绘制了数千幅
画作。

2007年，王学义应邀赴河北、广东等省
绘制了数百幅古建字画，他的画作对人物
有着细腻生动地表现，收到了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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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义老人查阅资料。

王学义老人绘画作品。

王学义老
人绘画作品。

对古代服饰研究者来说，古代典籍、绘画
等记录的题材大多数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
人”，如官服、贵族服饰等相对比较详细，出土
的壁画和实物也多来自皇室或贵族墓葬。

曹喆表示，相较而言，明朝留下的小说、笔
记、绘画以及实物资料较为丰富，比较有利于人
们了解明代百姓的穿衣情况。

明代织造业发达，彼时江南是丝绸的织造
中心，可以织造各种高级面料。明晚期，流行
轻薄面料，据范濂《云间据目抄》所记，明代面
料样式多样，不可胜数。明代晚期的老百姓只
要经济条件允许，基本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

明代男女都使用一种衬裙，使用马尾织成，
称为马尾裙，它能把外裙撑开，人显得宽大。此
外也流行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用马面裙。

明代有月华裙、凤尾裙、百褶裙等裙式。
可以这么说，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
之一。一般来说，马面裙一周有四个裙门，两
两相叠，两侧有褶，正面没有褶。

明代服饰样式和风格多样，部分服饰一直
沿用到清末。戏剧用明式服装的传统一直流
行到现在。明初时，一般老百姓的婚礼可以用
九品官的服装作为婚礼服，新郎也称新郎官或
新官人。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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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几千年来，汉服经历了多
次胡汉融合。汉服来源多样，形成了款式极
其丰富的汉服系统，这恰恰是历史积淀的结
果。可以说，汉服是一个服饰系统，不是一种
风格或类型。

如果按功能分类，汉服有祭服、朝服、公
服、常服、燕服等，类似于今天的大礼服、小礼
服、工作服和休闲服的分类方法。按款式分
类，则有深衣、袍、衣裳等。古代典章制度还
按照礼仪和官级对服饰分类。研究者通常依
据研究目的确定使用哪种汉服分类法。不
过，为了便于研究，可以把汉服归为三种基本
款式，分别是衣裳制、深衣制和袍服制。因色
彩、长短、宽窄、纹样、配饰等不同，这三种基
本款式有很多变体。

曹喆说，从商代出土的人物造型玉器可
以粗略看出，当时贵族是“上衣下裳”的着装。
衣裳有可能是汉服最早的普遍使用的类型。

穿在上身的称为衣，穿在下身的是裳。
大礼服往往都是衣裳制。如冕服采用的是
衣裳制，不同朝代的冕服在冕冠、图案、尺寸
以及颜色等细节上略有区别。

在一些重要场合，士人也穿上衣下裳。
周代至汉代的衣裳都是宽衣大袖，这也是

汉服区别于胡服的主要特征之一。胡汉文化交
融过程中，汉人衣裳出现收窄变短的款式。

早期的汉服款式相对较为单一。慢慢
地，汉服款式越来越多，出现了襦裙（袄、衫）、
袍、袴褶、半袖等，衣裳有宽有窄，领子有交领、
圆领、立领等，装饰纹样更是几乎不计其数。

明清流行马面裙有
哪
些
特
点
？

马
面
裙

近年来，“国潮文化”逐渐
兴起，汉服成为很多年轻人的

“心头好”。从精美的纹饰到精
致的款式，汉服凭借丰厚的文化
内涵，在当下依旧焕发着光彩，
也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

何谓“汉服”？汉服有哪些
款式？南通大学副教授曹喆表
示，周代至汉代的衣裳多是宽衣
大袖，右衽与褒衣大袖是汉服区
别于胡服的主要特征。另外，明
代有月华裙、凤尾裙、百褶裙等裙
式，如今人们比较熟悉的“马面
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
一。明中期以后流行一种称为
马尾裙的衬裙。

汉服的“衣裳制”款式与功能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