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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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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渠流润长渠流润
张张 嵩嵩

回望中国动画发展史，传统手工
艺被广泛应用于定格动画的创作中。
20世纪 50年代至 90年代，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推出了一系列制作精良的定
格动画作品。其中，《猪八戒吃西瓜》
《金色的海螺》融合了皮影与剪纸风
格，《鹿与牛》为难得一见的竹偶动画
片，《瓷娃娃》中的角色由景德镇高岭
土捏制并涂以高温颜色釉烧成，光是
主角瓷娃娃就烧制了近两百个不同姿
态的瓷偶。这些经典动画片至今仍是
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中国动画先驱、

“万氏兄弟”中的万古蟾曾在创作谈中
说：“我们在试制样片时，融入了陕西

和湖南的皮影样式，也有民间
窗花和北方流行的剪纸样式。
我们想通过这些尝试，为发扬
传统艺术贡献一份力量。”

21世纪初，随着动画制作
技术的迅猛发展，三维动画、矢
量动画等新兴动画形式开始普

及，并占据了主流动画市场。定
格动画因制作耗时费力等劣势，逐

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经过数十年的
沉淀，如今，独具特色的定格动画再次
迎来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受到多种
时代因素的影响。第一，动画软件和
拍摄工具的迭代，显著提升了定格动
画的制作效率和质量。第二，自媒体、
短视频的蓬勃发展，为定格动画提供
了广阔的展示平台。第三，随着人们
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不断升温，许多创
作者积极从传统手工艺中发掘灵感，
拓宽了定格动画的表现形式与风格。

纵览近年来涌现出的以传统手工艺
为灵感的定格动画作品，溯源其背后的
创作思路，大致可以分为两大主要类型。

第一类是借助传统手工艺的表现
形式演绎叙事片段，强调工艺材料属性
与表现内容的相互融合。试看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主题的定格动画《一切
只为热爱》。该作品邀请了多位匠人参
与设计制作，囊括多项传统手工艺，如
使用纸雕工艺表现冬奥会场馆及其周
边白雪皑皑的环境氛围，通过数十枚玉

雕印章的拓印再现短道速滑运动的激
烈场面，借助面塑的运动员形象与景泰
蓝冰壶演绎精彩的冰壶赛事……各类
工艺不同的材料质感与各项运动场景
相得益彰，为观众带来别样的视觉体
验。作为一部宣传片，该作品不仅诠释
了冰雪运动的魅力，也将传统手工艺以
更加丰富的形式展现给大众。

再如定格动画《囍厢记》，通过传统
砖雕的艺术形式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的
爱情故事。动画场景的设计灵感大多源
自徽派建筑中砖雕的实景拍摄。从宗祠
到民居，从门楼到厅堂，创作团队在收集

大量素材的基础上，精心研制出一种类
似青砖质感的可塑性材料，使其更加便
于雕刻。最终，作品呈现出数字动画难
以达到的逼真质感，在生动、流畅地表现
故事的同时，让精美的砖雕“动起来”。

另一类以传统手工艺为灵感的定
格动画创作则是聚焦工艺制作本身，或
是对其制作过程进行解构与呈现，或是
将工艺作品的局部细节进行动态化演
绎。在这类动画中，传统手工艺不仅仅
作为一种视觉表现的手段或材料，更成
为作品的主角。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聚焦
绒花制作技艺的定格动画《N分之一》。
该作品逐帧展示了一根根绒线经过排
列、扭转、穿插，逐渐形成一片片花瓣，最
终聚合为一朵绒花的过程。创作者创造
性地将镜面元素融入作品，使画面呈现
出如万花筒一般的视觉效果，既立体展
现了传统手工艺的制作步骤与细节，又
富有现代艺术美感，令人耳目一新。

一部定格动画的制作，凝聚了创
作者的心血与巧思。在这一过程中，
传统手工艺不仅为动画作品带来独特
的艺术美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赋
予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特色。同
时，定格动画的表现形式有效突破了
传统手工艺静态展示的局限，为其传
承与创新开辟了新的路径。两者相互
促进，共同书写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
精彩篇章。 （据《光明日报》）

定格动画，是一种
通过逐帧拍摄静态对象，

并连续放映影像使之产生运
动效果的动画形式。传统定格
动画中的人物及场景多使用黏
土、木材或其他混合材料，凭
借其独特的质感和风格，展

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
魅力。

定格动画 让传统手工艺让传统手工艺
““动起来动起来””

游客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游览（2024年5月20日摄）。
西安，历史上的长安。十三朝古都，3100 多年的建城

史，1100 多年的建都史，一个个朝代在这里留下印记，“叠
加”成现在的西安。作为唐诗的发源地和创作中心，无数
文人墨客曾在这里留下了传颂千古的诗篇。

如今，通过持续加强文物保护利用，西安在最大程度
上保留着青砖黛瓦、古楼高墙，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厚重
的历史文化。行走在西安的街头巷尾，处处都能感受到
古今交汇、诗意充盈的独特城市气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台北电 2025“盛世壁藏——唐代壁画文化
特展”日前在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开幕，带领观众穿越千
年体验盛唐气象。

该特展是“盛世壁藏”系列唐代壁画展在台展出的终
章，精选来自陕西多个历史考古单位的 40多幅壁画，以
高清数字打印图像的方式展出，分为“梦想之都”“锦瑟年
华”“欢歌笑语”“逐梦青云”“青年力量”五个单元，直观呈
现唐代古人生活、娱乐、运动、休闲等场景。

据介绍，该系列特展 2020年在台展出的首部曲介绍
了唐代盛世辉煌，2022年展出的第二部曲描绘了唐人节
庆与日常，2024年开展的第三部曲特以“青春年华”全新
视角切入，让观众领略唐代壁画中青春男女的生活。系
列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台湾
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等主办。

本场展览新增《出行仪仗图》《舞女图》等精彩壁画图
像。其中，《出行仪仗图》展现了唐人华丽出行的场景，画中
彩轿、骏马、人物皆巧扮盛装，盛世风貌令人赞叹；《舞女图》
中，画家以流畅的线条、绚丽的色彩描绘一位舞者充满青春
气息的曼妙舞姿，富有感染力与共鸣感。展场还特别设置
汉服穿戴、壁画临摹、曲水流觞游戏等多项互动活动。

展览开幕当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鉴定研究部主
任权敏还通过一场讲座，讲解唐墓壁画的发现、制作材料和
工艺、保护等知识，带领听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位于台中的该特展将持续至 3月 22日，之后还将前
往新北、新竹展出。

唐代壁画系列特展
在台开启终章展

嘉宾在泰顺文化中心参观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
实践成果展。

近日，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发展交流活动
在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举行。本次活动设置了新建廊桥
圆桥仪式、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实践成果展、廊桥市
集、“对话廊桥”沙龙等多项活动，来自浙江、福建两省的
多位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参与其中。

泰顺县有着“廊桥之乡”的美誉。目前泰顺县境内
保存超过 30 座古廊桥，其中有 15 座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新华社发

近日，由国家艺术基金 2022年度资助的大型舞台剧
和作品资助项目——大型交响黔剧《无字丰碑》在北京天
桥剧场上演，为北京观众带来一场震撼的艺术体验。

《无字丰碑》以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任书记林青为
原型进行创作，将观众的目光带回到那段革命岁月。剧
中，林青与贵州地下党组织成员深入虎穴，与国民党特务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周旋。面对重重困难与危机四伏
的局面，他们凭借着非凡的智慧与无畏的勇气，历经波
折，终于成功获取情报，想尽办法冲破关卡，送出这份重
要情报。整个过程扣人心弦，展现了共产党人在隐秘战
线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

贵州的中共地下党人，为了新中国解放事业，在这
片土地上不惜奉献一切。他们前赴后继、不屈抗争，用热
血浇灌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正如剧中所展现的，贵州的
一草一木都承载着他们的精神，化作无字的丰碑，矗立在
人们心间。 （据人民政协网）

大型交响黔剧
《无字丰碑》亮相北京

长渠流润，清代朔方“八景”之
一。长渠，泛指宁夏引黄灌区各渠，
但作为“八景”之一的景观，主要是指
汉延渠、唐徕渠、惠农渠三大渠。清
《乾隆宁夏府志》云：“渠之大者，汉、
唐、惠农，各长二三百里，两岸陡口以
千计。洪流分注，喷瀑溅涛，绣壤连
畦，瞬息并溉，洵（实在）斯民之美利，
即此地之胜观。”宁夏社科院编写的
《方志与宁夏》一书在“方志中的‘八
景’文化”一章中对“长渠流韵”的表
述是：“泛指唐徕、汉延、惠农三大灌
溉区域。三渠之两岸堤口上千，绣壤
连畦。各渠流域自然景观和丰收景
象，会使人们联想到宁夏引黄灌溉地
区的富饶和美丽。”汉延渠，又名“汉
源渠”，习惯上称之为“汉渠”，开口于
黄河青铜峡出口左岸，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是宁夏引黄灌区最古老
的灌区之一。如今的汉延渠流经青铜
峡市、永宁县、兴庆区、贺兰县，长约
88公里；唐徕渠，原名“光禄渠”，俗称

“唐渠”，初修于武则天时期，自汉延
渠西凿口引流黄河水。现在的唐徕渠
流经青铜峡市、永宁县、银川市，由贺
兰县向北到平罗县止，全长 314 公
里，位居银川平原 14 条大渠之首；惠
农渠，也称“皇渠”，清代雍正年间修
建，由黄河汊河西河俞家嘴引水，后
与汉延渠并口，从西河口引水，1962
年改由唐徕渠三闸引水。今惠农渠
自青铜峡市北流经永宁县、兴庆区、
贺兰县、平罗县至惠农区，全长 256

公里。三渠几乎贯穿整个银川平
原，自古以来是宁夏最重要的灌溉
引 流 之 渠 ，在 文 化 上 也 最 具 代 表
性。清代把“三渠”融会诗化为“长
渠流润”，列为朔方“八景”之一自是
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水文化也是宁
夏历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元素。“田
开沃野千渠润，屯列平原百井稠”

“天堑分流引作渠，一方擅利溉膏
腴”“远近人家四路连”“风光谁信是
穷边”等等，这些诗句就是塞上宁夏
得益于水利灌溉而成为鱼米之乡的
真实写照。

黄河纵贯宁夏 397 公里，河面开
阔、水流平缓，在黄河上直接开口即可
引水灌溉，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成就了许多壮丽的景观。清代乾隆年
间“长渠流润”一经确定，就有许多诗
人为此作诗大加赞美，诗作皆见于《乾
隆宁夏府志》卷二十一“艺文·诗”。

王都赋诗曰：

长渠活活泻苍波，塞北风光果若何。
畎浍自分星汉水，人家齐饭玉山禾。
春村野甸鸣鸠唤，夏色凉畦浴鹭过。
漫道汉唐遗迹远，由来膏泽圣朝多。

王都赋，乾隆年间宁夏人。生平
事迹不详。诗作反映了清代水利灌溉
造就了“塞北风光”，而山野如春，“人
家”足食的情形。诗中的“畎浍”是田
间水沟或疏浚的意思。

徐乃雄诗曰：

三春看下桃花水，五月平分瓜蔓流。
都作黄云覆阡陌，农歌击鼓暮蘋洲。

这首七绝描写了宁夏平原“三月”
桃水泛，“五月瓜蔓流”，稻谷如“黄云”
一样覆盖着“阡陌”，秋日收获之时农
民“击鼓”庆祝丰收的景象，诗作洋溢
着欢庆与愉悦之情。

周朝相诗曰：

新水满长堤，凉风扇绿畦。
星源恒拜赐，未解祝豚蹄。

诗的前两句写景，明白晓畅；第三句
将塞北得灌溉之利归结于拜上天所恩赐，
结句则通过典故表达出了人们禳除灾荒祈
祷丰收之祭以获取更多的收成。“未解祝豚
蹄”化用《史记》中“豚蹄禳田”的故事。北
宋黄庭坚《代书》诗中有“祝田操豚蹄，持狭
所欲奢”句，南宋陆游《初夏》诗中有“稻未
分秧麦已秋，豚蹄不用祝瓯窭”句。

杨润诗曰：

万井锈苍烟，长渠吸巨川。
桔槔声不动，启闸雨盈田。

杨润的这首诗描述了塞北水乡的
情景：千家万户被苍烟所笼罩，“长渠”欢
快地驰流在平原上；井上汲水的吊杆“桔
槔”早已经没有了声响，启开闸门的渠水
像雨一样很快就灌满了田间。第二句

“长渠吸巨川”含有狂欢及吞吸之意。唐
代杜甫《饮中八仙歌》诗里有：“左相日兴
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的句子，南宋
张孝祥的词《南乡子·送朱元晦行，张钦
夫、邢少连同集》中亦有：“赖有清尊浇别
恨，凄然。宝蜡烧花看吸川”的描写。

与上述诗人同一时期的乾隆辛卯
（1771年）进士杨浣雨还写有一首《长
渠流润》的杂言古风，比较长，限于篇
幅，在此不录。

另有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
至十八年（1838年）十月任宁夏副都统
的存华也留有一首描写“长渠流润”的
七律，辑录于此，同飨：

汉唐相继几经营，水利终归我大清。
能使一方无旱涝，直教万顷尽丰盈。
滋荣稻种田生景，保护桃花汛代耕。
帝力养农农不识，但听击壤颂升平。

该诗虽多粉饰封建统治者，但也
说明水利灌溉带来的一方富饶使塞上

“万顷尽丰盈”“稻种田生景”，从一个
侧面也能对清中后期的宁夏平原“长
渠流润”情景有一个了解。

一言以蔽之，水利的兴盛为宁夏
平原的开垦和灌溉提供了优渥便利的
条件。明万历时的宁夏巡抚杨应聘在
《万历朔方新志·重修宁夏志序》中说
“宁夏为地，贺兰峙其西，崒嵂盘亘，黄
河在其东，洪流环带，而汉、唐诸渠，举
锸为云，决渠为雨，有灌浸之利，以育
五谷，以故视诸边镇称善地焉。”

封建时期的官员对水利灌溉事关
农业重要性的认识是很明确的。宁夏
平原的引黄灌溉始于秦汉，两千多年
间虽经朝代更替、盛衰交错，但从未中
断，以秦惠渠、汉延渠、唐徕渠、惠农渠
等为代表的 14条古渠系被称为世界灌
排工程的典范，彰显着中国古代水利
工程的卓越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宁
夏又多次对古老干、支、斗渠进行裁弯
取直、改造扩建，增建了渠系建筑物保
障供水，现在宁夏引黄干渠 25条，总灌
溉面积 982万亩，造就了美丽富饶的塞
北江南。这里的核心是“水”，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地处塞北
的宁夏得以被称为“江南”的一个显著
标志。

古渠流润，千年一脉，惠泽至
今，水利兴，则宁夏兴。引黄灌溉随
着新时代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全面推
进，宁夏平原已铺开了一幅气势恢
宏、秀美灵动的生态画卷。这样的
气势恢宏来自黄河水与塞上大地的
热烈拥抱，这样的秀美灵动则脉动
的是一条条奔流不息的河渠滋育着
生命的欢唱，满目桃花泛春水，必是
人间锦绣地。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一百一十八）

《
囍
厢
记
》
以
传
统
砖
雕
为
灵
感
。

《金色的海螺》融合剪纸与皮影
风格。

《N

分
之
一
》
中
逐
帧
绽
放
的
绒
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