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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夏湘宸一直在

执着追求和呈现海南地域

文化的雕塑创作。早在

2019年，夏湘宸的两组“黎

风”雕塑作品斩获铜奖，实

现了海南省雕塑艺术在我

国“民族百花奖”零的突

破。其中，《黎风系列之一：

起舞》表现了黎族浓郁的民

族风情，实现传统舞蹈和雕

塑艺术的有机结合，雕塑手

法新颖，人物栩栩如生；《黎

风系列之二：竹竿舞》表现

的是黎族青年男女恋爱时

欢歌起舞的情景，男青年

手握黎族特有的乐器“灼

巴”演奏起舞与黎族女青

年敏捷优美舞姿相呼应，

向观者传递内心的喜悦和

爱的真谛。

“南北雕塑联展”已经

开展了九年，夏湘宸每年都

精心准备作品参展，他的身

影也频繁出现在各类艺术

活动中。在夏湘宸身上，有着海南人执着

的特点，狂热的艺术追求，不遗余力地在

赛程奔跑，让自己处于满格的创作状态。

“保持高度旺盛的艺术创作状态，能让自

己的艺术生命得到延续和升华。”他用深

情塑造和展示了融合中西、古今思想的多

元视角中的琼州文化、海洋文化、黎苗文

化等，如《集结号》《黎族起舞》《黎母出世》

《儋耳情韵》《黎风和鸣》《黎族竹竿舞》《游

向深蓝》《海的女儿》《儋州调声》等佳作，

精彩地呈现了海南少数民族特有的民俗

风情和海洋文化。

谈及多年来的创作感悟，夏湘宸表

示，从生活中寻求真切

可感的题材，但创作

不是再现生活，是把

具备地域特色的海南

本土文化风貌，用贴切、明

确及融于生命个性的形式来传

达观念、表达情感，呈现在大众视野中。

他认为，黎苗风情文化和海洋文化是海南

文化名片不可或缺的元素。“当下，海南越

来越多的雕塑艺术家正在深耕于本土文

化，并积极地创作出了一批批优秀的艺术

作品。如陈学博的《一带一路》、马秋月的

《乘风劈浪——海南》、张睿和王立的《起

航》等，以海南特有文化符号作为创作元

素，注以海南地域特色艺术创作形式筑梦

新时代，以雕塑创作的独特媒介塑造海南

自由贸易港这张靓丽名片。”

今年 3月至 5月，为期

两个月的主题为“山海之

舞”夏湘宸雕塑艺术展在悦

溪别墅的弘一艺术馆举行，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

家和爱好者。这个雕塑展非

常有特点，主要作品放置在

展览厅，室外草坪也放有比

真人高的塑像，围绕观赏的

市民游客低声细语，似乎生

怕惊醒这些空灵的人像。

此次展出的精品佳作

中，作品《黎风》系列曾获得

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族百

花奖铜奖；《游向深蓝》入选

丝路新语——博鳌国际雕

塑展；五公祠内立着的《东

坡笠屐像》；海南澄迈姜唐

佐故居前永久屹立的《东坡

与姜唐佐》……

作为夏湘宸的第一次

正式的个人展览，业界人士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

认为，此次展览的作品大多

以海南省本土文化为题材，

为海岛风光和黎苗风情增添别样的风

采，同时在创作形式和内容的呈现上，

有一定的学术高度。这些雕塑作品通

过海南独特的区位特性，使“山海之舞”

展览呈现出东西方艺术深度融合的独

特风景，彰显海南文化风貌，向公众呈

现了海南独特的民族文化。弘一艺术

馆馆主焦涌表示，夏湘宸在建构自己的

当代艺术体系过程中，在传统文化中寻

找自身的文化底蕴，又在不断创新中寻

找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艺术语言，这

也给国际化浪潮中的海南呈现出更多

的“东方意境”。

“在夏湘宸的作品中，除了能欣赏

出他对人物形象的完美展现之外，更能

感受到他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和热

爱。”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马

良说，在夏湘宸多年来雕塑艺术追求道

路上，“海南黎族”“海洋”这两个突出的

元素，是其不断创作的主题，伴随着阅

历的增长和经验的老到，夏湘宸呈现出

来的雕塑艺术作品，内涵不断深化，意

蕴更为浓厚。

夏湘宸表示，山海是具备海南地域

特色的“文化符号”，既有“黎苗文化”，

又有“海洋文化”，还有“东坡文化”，一

个“山”，一个“海”，就是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素材之源。他的作品主要以黎

苗风情文化和海洋文化为主线，一方面，

山作为海南黎苗文化的载体，孕育出许

多鲜明的特色民族文化，黎族苗族系列

作品以海南特有文化符号作为创作元

素，凸显海南地域性文化特色。另一方

面，海洋系列作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

“天下观”和“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倡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创作上给予他无

限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

“山海是我近年创作的两大主题，

通过雕塑的艺术性语言，将其生命力爆

发的瞬间定格在我的作品里。人们说

艺术语言都以具象见长，但具象之外，

还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主题

中的舞既是对文化生命寄予生生不息

的美好祝愿，也给人们一种正能、前瞻

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夏湘宸说。

日前，在由海口市委宣传部、绵阳市

委宣传部指导，海口市文联、绵阳市文联、

海口市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庆祝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 35周年“魅力城市·和美乡

村”——海口·绵阳两地优秀美术作品展

上，夏湘宸创作的一件名为《鲸跃沧海》的

作品受到了不少观众的青睐。

夏湘宸告诉记者，《鲸跃沧海》的创作

想法来源于保护大自然、保护海洋环境的

理念，鲸鱼欢快地在海面上跳跃，掀起海

面波澜，画面和谐生动。“这是我今年创作

的海洋系列作品之一，也是首次以 3D技

术呈现的实验性作品，在艺术呈现上注重

韵律与节奏，遵循道法自然、万物生生不

息的和谐状态。”他说。

3D雕塑技术打印是夏湘宸近年来不

断尝试创作的新形式，3D打印技术的加

入丰富了雕塑艺术创作的手段和材料。

“随着3D打印行业的不断发展，后处理工

艺不断成熟，使得直接 3D打印雕塑成为

可能。”他说。同时他也认为，3D雕塑打

印在技术成熟性和完整性来说，虽可以通

过打印实现一体成型，替代了传统人工铸

模翻制的繁琐工艺步骤，但从材料而言，

坚硬程度欠缺，制作成本相对较高。

“《鲸跃沧海》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在‘鲸’和‘海’之间的连接处，还可以过

渡得更加自然，衔接得更为恰到好处。

另外，整体的触感还可以更加顺滑，沉

陷的表情也还能再自然一些。”对于自己

的作品，夏湘宸总是认为还有不断进步的

空间。

近些年，夏湘宸参与海南东坡文化研

究活动，对苏东坡先生的品格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并以雕塑这门艺术为“苏东坡先

生”铸像，他分别创作了《东坡笠屐像》《东

坡与姜唐佐》《东坡黎衣冠》等作品。“目

前，我正着手于创作更多的东坡题材的雕

塑作品。”

雕塑是有灵魂的，它们不仅仅是块

面、造型，更是艺术家的人格呈现、艺格呈

现。比如夏湘宸作品《东坡笠屐像》，东坡

先生右手拄杖，左手握书，悠悠前行，以具

象见长，创作语言独具一格，生动再现了

大文豪苏东坡在海南的神韵，刻画出其坚

韧的精神与情感，传神地表达出苏东坡豁

达乐观，面对人生坎坷云淡风轻的气质，

跃然雕像。夏湘宸透露，目前已经着手制

作 3D打印版的《东坡笠屐像》，但细节处

还需打磨和提升。

未来除了钻研 3D打印技术外，挖掘

东坡文化内涵是夏湘宸一直追求的艺术

道路，他希望有机会将创作成果展现出

来，通过艺术化的手段弘扬东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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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湘宸作品《游向深蓝》。

（本版图片均为夏湘宸提供）

“70后”作家已成为
中国文坛中坚力量
据新华社电“当代中国作家的国际视野愈加

开阔，与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的互动日渐深入。”中

国作协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中国文学在世界的

影响力正不断扩大。

中国文学国际传播论坛暨第六次汉学家文学

翻译国际研讨会近日在江苏南京举行。6日，中

国作协向到访的来自24个国家的32位汉学家，以

及 40余位国内知名作家、国际传播专家介绍了

2018年以来中国文学的新发展。

据介绍，“70后”作家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坚

力量，大批“80后”“90后”作家正处于创作上升

期，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新的经验、新的

语言。青年作家不断创新，为当代中国文学“破

圈”“跨界”提供了强大动力。他们不仅擅长将年

轻人的故事、形象注入文学，还擅长将读者喜闻乐

见的文化产品、艺术观念融入文学。

与“50后”“60后”作家习惯从音乐、美术等领

域寻找文学灵感不同，“70后”“80后”“90后”作家

对影视、动漫、综艺、电子游戏等较为新颖的艺术

形式有着天然的适应性。例如马伯庸近些年的历

史题材长篇小说，借鉴“角色扮演游戏”的情节设

计，使脱胎于史料的故事有了跌宕起伏、令人欲罢

不能的阅读体验；网络文学创作融入游戏、虚拟现

实等元素，16000余部作品走向世界，海外活跃读

者超过 1.5亿人，覆盖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掀起

了世界阅读中国网文的文化热潮。

青年作家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认知世界，他

们的创作因此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国际意识。

与此同时，过去5年来，中国作家更有意识地将中

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进行书写。艾伟

的《镜中》、徐则臣的《北上》等作品，生动地呈现了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互动，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启示

意义与建设价值更加凸显。

9项展览亮相敦煌
展现文明互鉴新图景

据新华社电 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

化博览会 6日拉开帷幕，9项展览亮相甘肃敦煌。

展览内容涵盖丝路沿线精品文物、艺术作品、文创

产品等，展现了文明互鉴新图景。

“丝绸之路绘画艺术精品展”展出了中国、法

国、土库曼斯坦、意大利等十余个国家的约百幅作

品。展览中既有西方传统油画，也有张大千、齐白

石等人的国画，还有海外画家创作的以敦煌文化

为主题的油画作品。作品展现出“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的丝路艺术魅力。

“艺汇丝路——丝路童心”上合组织国家儿童

画展，展出了中国、印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

等 11个国家的数百幅儿童绘画作品。在儿童笔

下，“九色鹿”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更添童趣。

此外，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还常设有“融贯

东西的典范 敦煌文化主题展”。数字化高保真复

制壁画、敦煌出土简牍、敦煌壁画建筑复原模型

等，展现了多元文明在敦煌交融荟萃的历程。

《海南自然之美影像
展》亮相大理受好评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吴雨倩）近日，2023第

十届大理国际影会在云南大理举行闭幕式暨颁奖

典礼，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南省摄影家协

会获最佳组织奖。

第十届大理国际影会汇聚国内外摄影界的知

名人士，设八大展区，策划展出多个国家和地区

900余个展览。由海南省文联主办，海南省摄影家

协会承办的《北纬 18°——海南自然之美影像展》

亮相大理国际影会，汇聚了23位摄影师46幅摄影

作品以及 1部纪录片，吸引了数千名艺术家和摄

影爱好者的参与，直观、形象地展现了北纬 18°海
南的人文之美、自然之美、生态之美，将海南自贸

港的靓丽名片通过摄影作品完美地展现在世界各

地艺术家们的眼前。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鲍利

辉称赞展览作品格调高雅，内涵丰富，涵盖城市风

光、海南多样性生态，体现了海南摄影家精湛的摄

影技巧。

据悉，《北纬18°——海南自然之美影像展》作

品将于近期在海南省内进行巡展。

舞剧《白鹭南飞》
全国巡演走进永州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吴雨倩）近日，由海南

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演艺集团、三亚市委宣传部联

合出品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白鹭南飞》全国巡演

走进永州。

该舞剧作为入选 2022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舞

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是一部通过“人、白鹭、自

然”的情感交融，从“生态、生命、开放”三个维度展

现海南之美的大型舞台文艺作品。

《白鹭南飞》由全国舞蹈荷花杯金奖、原全国

文化部舞蹈比赛金奖及朝鲜国际舞蹈比赛金奖编

导，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总导演卢睿和国家一

级编导、海南省民族歌舞团团长胡海兰共同担任

导演。全剧共分为《无尽的阳光》和《不屈的重生》

两大篇章，讲述了滑雪运动员璐璐因伤陷入消沉，

在海南疗养时与黎族海洋研究员阿侬相遇、相知、

相爱的故事，精灵般的白鹭贯穿全剧，以形写意，

建立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纽带。

□本报记者 吴雨倩

“曾有一位定居海南的俄

罗斯艺术家看了我的新作《东

坡笠屐像》后，潸然泪下，他说

他看到了苏武在北海牧羊的苦

难……”我省知名青年雕塑艺

术家夏湘宸说，这正是他当初

在创作这件作品时的想法，很

高兴能与观者找到共鸣。

多年来，作为海南万宁人

的夏湘宸把自己对家乡海南的

深情倾注在雕刻作品上，默默

地用雕刻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塑

造自己的艺术人生，他的艺术

创作题材多以海南黎族和海洋

元素为主，雕塑手法新颖，人物

栩栩如生，并将民族性、艺术性

相互融合，为观者呈现了一次

又一次多维感官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