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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与其联系起来。艺术家选择材料这一过程至关重要，像是

一条与观众连结的传声筒。工业化的发展使“物”也有了更

多延伸的可能性，到现在材料的发展逐渐变得多样化。本章

主要讨论物质材料的质地，即划分为软性材料和硬性材料。

软性材料因其柔和、细腻而多变的特性，对塑造形状积极方

便而有力，更可以配合厚实的平面构成千变万化的“软雕

塑”。而对于硬性材料来讲是摆脱了被塑造这一概念，它可

以通过体积去表现，它在环境中呈现的是占有空间的，在艺

术创作时艺术家可以根据呈现目标可以将其用胶质粘合或

镶嵌等手段去实现。

2.1 软材料的物质属性及手工性
材料的质地会影响画面的视觉效果，在视觉和触觉等

感觉经验下的材料感受会影响观者视觉感受下的生理及心

理动态。例如综合材料绘画，可以通过综合材料改变传统的

画面属性，在画面中呈现出特殊肌理，从而将画面视觉张力

发挥到最大。有些柔软细致的材料经过一定的手段处理可以

成为尖锐的坚硬材料，甚至人在触碰时可能被刺伤，同时一

些坚硬的材料通过不同的表现方式，在视觉上会出现柔软的

形态，其实材料的属性在于艺术家所想表现的观念是什么，

其视觉呈现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转变，艺术家对材料的选

择要适用于自己的“话语方式”，一位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生活和工作的艺术家丽莎·贝尔斯基（Lisa Belsky）是

一位陶瓷艺术家，其作品的特点是“编织”，她的每一件作

品都是通过手工钩编的，这与她童年时期的经历有关，针织

这项技术是其家族中几代女性传承下来的，所以编织过程是

与其个人家庭经验具有紧密联系的。

将编织好的织物定型之后放入瓷性材料，让形态“定

格”，在烧制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偶然性，但艺术家决定保

留这些偶然性。艺术家在创作时将材料的可塑性发挥到极

致，类似艺术家丽莎·贝尔斯基（Lisa Belsky）作品中的织

物，这些我们认为日常中能够接触到的材料经过例如浸泡、

烧制、冰冻之类的干预手段后会发生变化，不同材质所呈现

出来的变化方式也是多样的。根据所使用的颜料、材料的不

同特性，逐次，分段地不断反复，从感知上达到视感肌理和

触感肌理并置进行。

2.2 矿物质形象的硬性材料
许许多多的艺术家在创作中试图探索自然当中的媒介，

去研究这些元素之间的“碰撞”，也许会运用一些工艺手段

去完成自己的作品，例如浇铸、溶化、煅烧、镶嵌等。天然

且稀有的宝石切割所展现出来的色彩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下

的变幻自然是令人惊叹的。艺术家凯瑟琳·瑞安（Kathleen 

Ryan）使用青金石、石英、玛瑙、石榴石、绿松石等珍贵

材料创作雕塑作品，虽然在作品中运用这些华丽的材料，但

其创作主要表达的内容是关于猖獗的消费主义以及生活中

的浪费残余等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讨。凯瑟琳·瑞安雕塑

作品通常尺寸都较大，且表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柠檬、葡萄、

樱桃，每件作品上镶嵌了数十个珠子或者宝石，串成一串

水果，如 Miranda《米兰达》，汽车的散落零件、沙滩伞等

物件经过艺术家的处理形成了一种华丽与怪诞之间的奇妙

效果。

还有一些作品如“烂水果”是运用上文提及的珍贵材

料去创作腐烂的水果，细节上色彩的变幻也是无比精彩，似

乎从水果的新鲜到腐烂的过渡也是一种时间转瞬即逝的感

受。这些坚硬的“石头”镶嵌在她的作品当中仿佛变成了柔

软的质地。材料的质地、肌理是构成视觉感材质的重要因素，

人的视觉、触角、感觉经验等构成视觉质感的生理和心理

因素。

2.3 暖性的“物”
在创作中，艺术家所选择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

有主动性，或许是在感情的驱动下，需要去选择一种材料去

表现艺术冲动，也或许会受社会或生活上的某种因素刺激下

产生了对某种材料特殊的情感寄托。传记电影《无主之作》

里主人公库尔特的原型人物是德国著名艺术家格哈德·里

希特，而在电影里扮演他老师的维顿教授原型人物是约瑟

夫·包依斯，其中由堆砌的油脂和毛毡制作的艺术作品使人

印象深刻，在电影一开始学生们不明白教授到底想要表达什

么，之后教授为学生解答了疑惑，战时他作为飞行员驾驶的

飞机坠落，鞑靼人从烈火中将他救出并为其疗伤，用毛毡包

裹他保暖，并将油脂涂抹在伤口处。由此可见，他所使用的

材料例如作品《雪橇》都是与其自身相联系的具有象征性的

材料，毛毡和油脂都可以用来表现暖性的物，而我们在其作

品中同样也感受到了柔软和暖。他力图逐渐注入材料以恰如

其分的深层意识，也就是把他以往生活经验与事物本质属性

相一致的作用挖掘与运用。

以羊毛为创作材料的艺术家孙昀，羊毛通过反复戳刺

会形成紧实的成型状态，而戳刺的次数较少会形成蓬松的状

态，材料的可塑性在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状态也较为丰富，

有例如作品中出现的形似坚硬的砖块、水泥、翘起的墙皮经

过时间的洗礼所产生的裂缝和印记《一平米 -II》，艺术家

运用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将它们呈现在作品当中。艺术家运用

羊毛这一材料的特性运用在创作中，羊毛材料所具有的“温

暖”与水泥、砖块的“坚硬”形成了对比，艺术家在其中手

工性的戳刺的参与，将“温暖”和“坚硬”统一在这个载体

之上，看似冰冷的物体可在其实质上是温暖和柔软。

3 材料中作为“物”的精神意涵

3.1 “地域性”与“民族性”在艺术创作中的影响
一个作品的产生承载着所处时代的社会以及文化思想，

在艺术家脑海中有这个思想动机到准备制作，或许是对历史

的纪念，或者是对某件事物或人的回忆，也可能是想要通过

作品反映当下的现实，或者想要表现对未来的思考。

地域性与民族性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吸收本土文化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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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征以及文化属性，具有明显特征的场所精神和文化延

续，在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环境中，由于生活方

式、文化传统的差异形成的地域性特征，使得艺术家在材料

的地域性表达过程中不仅要反映出与当地社会文化相关的

色彩和肌理，还要传达本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我们在

创作过程中将材料的物质属性与具有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

的元素，结合个人经验在作品中重新进行阐释应用。

3.2 墨西哥文化代表艺术家鲁菲诺 ·塔马约
首先以一位墨西哥画家和版画家鲁菲诺·塔马约（Rufino	

Tamayo）为例，来讨论在绘画方面地域文化给艺术家带来

的影响。鲁菲诺·塔马约在 20 世纪时的墨西哥取得了卓越

的艺术文化成就，其绘画作品大多以墨西哥本土文化和神话

为主题，他将美洲原始艺术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在他

作品中可以看到浓郁的地域美术对他的影响。他有扎波特克

族印第安人的血统，因此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个人语言风

格，创作出了与本民族文化紧密联系的许多作品。受玛雅文

化的影响，塔马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夸张描绘，

例如于 1970 年时创作的作品 Tres Personajes，这个时期其

创作已经处于成熟阶段，画面是描绘的是一位男性、一位女

性和雌雄同体人物，画面具有粗糙的肌理，这也是塔马约标

志性的表面纹理，是由沙子和大理石粉末混合油漆制作而成

的材料，作品中主要进行夸张变形的部位是头的部分。虽然

他在他乡学习艺术多年，但仍保持着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在

学习西方艺术的同时继承了传统文化，将西方艺术形式语言

与地域文化精神衔接，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实践。

4 结论

在寻找物质材料的本质意义这个方向研究里，还具有

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将艺术的观念以及内涵等方面进行拓展

的一个领域即发生在 1968 年至 1971 年的“物派”，它是发

生在战后日本现代艺术史上的艺术运动，虽然其从形成到发

展时间短暂，但是此次艺术运动也对后来的一些日本艺术家

产生了影响。其中代表人物有斋藤义重、李禹焕、菅木志雄、

关根伸夫等，“物派”在美学观点上涉及到艺术与哲学之间

的关系，哲学也体现了世界观，从而对艺术创作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传统文化包含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很多艺术家在

探索民族形式时，也逐渐将边疆民族题材的创作发展了起

来。这对于艺术家表现的主题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艺术

家在艺术创作中将民族性的特点完美融合，再通过其个人艺

术语言进行表达，民族性在创作中更多体现的是其民族精

神，现代化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样，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也

随之发展起来，将独特的民族性体现在作品中是至关重要

的。在艺术作品中描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时，也是在

不同角度彰显现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好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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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分析了新时代周边传播视域下东盟四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老挝）中文传播的现状，提出利用广西的周边优势
善用当地华媒发挥融媒体优势、增强友城人文交流发挥教育亲和力、打造与周边东盟高校合作新高地加强周边中文传播合
作机制建设，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汉语教学模式促进中文教育本土化发展等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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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2022 年）提出“增

强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

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使“中国形象更加可信、

可爱、可敬”。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

“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声音、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新时代背景下，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愈加紧密，构建东盟命运共同体成为双方

共同的目标。周边传播强调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深度互动，

为中文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

2 周边传播视域下东盟国家中文传播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实施后，沿线国家的孔子学

院和孔子课堂的建设力度得到逐步加强，同时也能够不断满

足沿线国家民众的中文需求。在东盟国家，越来越多的学校

开设中文课程，中文的学习热度持续上升。

2.1 中文教育普及与深化
近年来，东盟国家中文学习与教育得到了普及与深化。

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教育部将中文纳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并

制定了中文教学的五年（2006—2010 年）战略规划—《促

进泰国汉语教学，提高国家竞争力战略规划》，中文教育涵

盖了泰国基础、职业、高等以及非正规教育等各个阶段和层

次。1991 年中文教学在越南复苏，2018—2025 国民教育规

划把中文列为高中和大学教育阶段必修的五种外语之一，中

文教学纳入越南基础教育阶段，覆盖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

育等层次和阶段。马来西亚是拥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