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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沙画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刍议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valuation Criterion on the Modern Sand Painting Artwork

袁晓芳　何素丹　　Hao Xiaofang  He Sudan

摘要：近年来，由于沙画艺术的热度骤增，

市场供不应求，很多沙画从业者刚能握住沙子就

匆匆上手，开始创作发行；各平台的沙画作品良

莠不齐，各赛事交流活动对于沙画的评价标准模

糊不清，影响人们对沙画艺术门类的认知和品

评。本文结合现有的标准及部分代表作品，试图

对现代沙画艺术的标准加以整理和归纳，并对一

些专业技艺进行分析，旨在完善沙画艺术体系的

建设，使从业者和观众对沙画艺术的评判标准有

系统的认识，为培养和增强沙画师的创作能力提

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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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roaring popularity of sand painting art, the 

sand painting market is in short supply. Many sand-painting practitioners start to create and 

publish as soon as learn how to grasp the sand; the good and bad sand-painting works are 

intermingled in various platform, the evaluation criterions of all kinds of competi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re unclear and non-uniform, affecting people’s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on the category of sand painting. Classific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criterion 

on modern sand painting art is mad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existing standards and some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an analysis on some professional skills is also mad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and painting art system, make both practitioners and laymen have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evaluation criterion on the sand painting art, and help sand 

painters cultivate and enhance cre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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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以 来 ， 艺 术 领 域 并 不 缺 乏 新 角

度、新材料的探索，在数字媒介与传播技

术的蓬勃发展下，2003年首尔国际动画艺

术节上，匈牙利导演、画家弗兰克·库科

（Ferenc Cako）第一次将沙动画以表演

的形式呈现给观众。［1］随后几年，沙画因

其特殊的材料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区别于

西藏坛城沙画、瓦努阿图沙画、北美印第安

沙画等传统用沙作画的形式，现代沙画艺术

加入了声、光、电、数字技术，将沙画与表

演相结合，经过录制，在大屏幕或是媒体平

台上进行数字化传播。绘画与表演的结合并

不罕见，但揉入画面的流动性和主题的随适

性使得现代沙画打破了学科间的界限，与文

学、绘画、摄影、音乐、表演、舞台、影

视、光影等多元、多变量因素构成了动态系

统。因此，现代沙画艺术的视野、造型手

段、传播方式和刺激作用便不断得到强化和

拓展。此外，随着影视业、娱乐业、演艺业

等各热门行业的快速发展，从新闻联播到婚

礼现场，从中央电视台春晚到地方栏目，从

飞机到地铁，各类媒体和平台都有了沙画的

身影，而市场的空缺，也促使从业人数大为

增加，越来越多的沙画作品应运而生。

一、现代沙画艺术发展概况

现代沙画艺术主要包括沙画表演和沙画

影片两大类。沙画表演是在现场进行的完整

的演绎，用于晚会、发布会等现场；沙画影

片则在沙画表演的基础上进行剪辑，偶尔加

以辅助包装，缩短时长增强画面效果以便于

更好地传播，且多用于广告宣传、MV、电

视栏目包装、电影片头片尾等，不受观看场

地和时间的局限。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

结合音乐音效，利用手的舞蹈、沙的语言表

达一些特定的主题，观众跟随沙画师的手起

沙落，感受时空转换，虚实互映间，穿梭古

今。而且，二者在手法、转换方式、画面构

成上也非常一致。

从目前沙画艺术作品的质量来看，首

先，由于现代沙画艺术发展只有十几年的时

间，从事沙画的人员大多从其他领域转型而

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主要靠模仿、自学

及实践经验积累来提升创作能力。他们所积

累掌握的创作方式、思路和手法也仅仅限于

师生内部的交流和传授。其次，我国开设沙

画课程的高等院校数量较少。目前在全国重

点艺术院校中开设沙画课程的仅有北京大学

和人民大学两所，沙画课程及评测体系的建

立及艺术体系的完善尚处于摸索和积累阶

段。再次，笔者在沙画创作和教学一线十余

年，近几年在国际沙画赛事担任评委，参与

了大量相关的沙画学术活动，参与全国中小

学生素质教育沙画测评的师资标准及海南省

艺术职称评定（沙画类）标准制定。在多项

赛事的评委过程中，发现评分表往往以画

面、礼仪、服饰等方面作为综合标准，对于

作品本身并没有细化和系统的评判形式（图

4）。很多赛事甚至没有评分标准，仅靠评

委主观给分。笔者在交流中发现，很多从事

沙画艺术五年以上且参加过数百场演出的沙

画师，对于沙画表演艺术的风格，包括视觉

效果的优劣，都缺乏应有的认识和了解，对

画面转换的技巧更是缺乏客观的品评。最

后，综合大型平台发布的沙画作品，以及对

沙画师、普通群众、画家等职业人群进行访

谈调研，得出沙画的优劣和平台的高低并无

直接关系。好的平台及推广力度强的沙画，

在艺术水平上未必符合其高度。沙画从业人

员、导演和甲方对沙画艺术不清晰的评价，

也导致了很多并不合格的作品在高水平、高

宣传力度的平台走入观众的视野，让观众先

入为主地认为这就是好的沙画，此类种种现

象均严重影响了沙画行业的良性发展。

作为迅猛发展的新锐艺术形式，沙画表

演由于其形式新颖、传播力强，关系到整个

沙画艺术在人们认知中的评价，迫切需要依

托行业经验与现有规范梳理形成一套相对系

统的适应行业需求的标准。

二、现代沙画艺术作品评价标准

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每种艺术作

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

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观念的目的。

1. 沙画艺术作品《跨越时空的回信》

2. 西蒙诺娃，《疯狂的沙子》（Crazy Sand），沙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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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方面的博学所需要的不仅是渊博的历史

知识，而且是很专门的知识。”对沙画艺术

的考察也应如此。现代沙画艺术作品的评价

有叙事清晰、转换巧妙、画面形象、音画呼

应和手法流畅五大标准。这些标准的角度各

有不同，叙事清晰是沙画作品的灵魂，是从

作品的整体进行评判；转换巧妙是作品的骨

架，从动态美的角度进行品评；画面形象好

比作品的面貌，是从视觉静态美、沙粒材质

美等角度进行评价；音画呼应是从视觉听觉

相结合的角度，在其他感官上作出的补充；

手法流畅则以沙画的手的舞蹈来展现，这是

沙画区别与其他艺术的重要方面。这几项标

准相互关联，结合运用彰显沙画艺术的美

感，其梗概分述如下：

（一）叙事标准

“ 叙 事 是 指 在 整 个 文 本 中 某 人 向 另

一个人讲述发生的事，是故事与话语的结

合。”［2］沙画的叙事是沙画师概念解读、

思维想象、图形表现等综合能力的结果。每

个作品都有特定的主题，用何种方式讲好故

事，是沙画创作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叙事清

晰与否是评价现代沙画艺术作品的首要标

准。沙画作品通过塑造一个个流动的元素，

运用写实、象征、隐喻等手法表现故事的情

节走向和人物内心的变化，以一条线索带观

众走入一片领域，用其特有的柔软的、艺术

的方式，通过与受众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进行信息传递。叙事的标准有以下两个方

面：

第一，情节完整，节奏把控到位。沙画

艺术作品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尤其是沙

画表演作品通常控制在5-8分钟，沙画影视

作品更是要求精简，一个画面的形成时间不

超过30秒。沙画作品对于话题的阐述与把控

能力非常重要，清晰的叙事可以让观众更好

地进入作者营造的心理世界。在创作前期，

沙画师需要对作品进行充分的梳理，以某种

逻辑将无形的信息转化成有序的画面，再融

入画面元素，准确地传达出作品的意图。这

些思路的形成，一方面需要立足于对作品思

想和理念的把握和理解，另一方面立足于对

沙画画面设计转换内涵的把控，要用自己的

知识、经验、记忆，以及对生活的观察等，

将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建构，用合理的方式

使其简洁传达，将抽象感性的理念具象化，

同时具有辨识度，便于观众形成深刻的记

忆。故事在画面的分配上，需要有一定的

节奏。在2009年《乌克兰达人》选秀节目

中，乌克兰沙画艺术家西蒙诺娃（Kseniya 

Simonova）的沙画作品《疯狂的沙子》

（Crazy Sand）用变幻莫测的沙画，讲述

了三个故事，分别是马戏、战争和父母双

亲。［3］在静谧的音乐伴奏下，西蒙诺娃画

出一对正在欣赏星空的夫妇，不过这甜蜜的

气氛随即在德军战机出现后完全变调，幸福

的画面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女人流泪的

脸……西蒙诺娃在一抹、一画间，二战的人

伦悲剧在沙盘上栩栩如生地展开，时间匆匆

流逝，女人的脸上增添了皱纹，在孤寂的夜

里，她望着窗外，仿佛看到爱人在向自己和

孩子招手，于是她在玻璃上写下一行字——

你永远在我身边。表演张弛有度，引人入

胜。

第二，叙事结构清晰。为了避免拉长观

众的反应弧，沙画艺术作品的叙事脉络很少

运用交叉或是并置的方式，多以单线形式进

行，表现人物、环境等的某种状态，描述事

件的发生、经过，单线形式的时间轴拓展了

信息传达空间，以便清晰地展现不同的信息

层面和内容。2015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

沙画MV《丝路》，沙画表演中采用单线叙

事，跟随时间的流动，从秦、汉、唐、宋、

元、明、清走到现代，其中每个代表性的事

件都穿梭其中，用清晰的结构化繁为简，短

短的4分钟内在沙画中看时空流转，唤醒人

们的感受。除了单线叙事的方式外，序列叙

事的形式也较为常见。通过序列性的结构方

式，以一个事件的时间轴为线，按照一定的

节奏、速度和逻辑顺序，叙述事件的发生过

程。沙画作品的叙事开头与结尾是既定的，

而叙述的时序却可以是灵活的，由沙画创作

者来设定是顺序讲述还是倒叙，或是从故事

中间开始讲述，再倒推到开头，进而推至结

尾，亦可信息闪回，让观者自行思考，并根

据信息的呈现去寻找、捕捉线索。

沙画的叙事方式，既要兼顾作品内涵的

深度又要兼顾普及的广度，既有艺术创新又

符合大众视听的辨识度强的叙事语言，沙画

师需要艺术、人文等方面的思考，处理并归

纳相关信息，在更高的层面进行交流传播。

（二）转换标准

和国画、油画等空间艺术不同，沙画艺

术是流动的，沙画的魅力和价值就在于其巧

妙的变化，和动画、电影等时间艺术不同，

沙画故事推进的过程不是通过推拉摇移等镜

头语言来实现的，沙画画面的镜头变化来源

于似动现象、视觉暂留原理和心理补偿机

制，沙画的故事在观众主动的心理参与下，

在观众的脑海中完成。处于画面的连续变化

是基于人类的视觉生理基础，沙画创作者们

需要在转换过程中将那些明显具有共同特性

（如形状、运动、方向、颜色等）的事物组

合在一起来实现画面与画面之间的精彩切

换。这些视觉语言用心理学的格式塔理论可

以解释，因人眼的视觉会偏向连续的形式，

使观察过程上更具有连贯性，在观察事物的

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形成一种视觉延续的感

受。格式塔心理学派断言：人们在观看时，

眼脑并不是在一开始就能区分一个形象的各

个单一的组成部分，而是将各个部分组合起

来，使之成为一个更易于理解的统一体。在

沙画表演过程中，由于时间有限，沙画师用

一定的手法迅速成形，当元素不完整或不存

在的时候，依旧可以被人们识别。因为人们

会根据过去以往的经验和视知觉的整体意愿

驱使，习惯性地将图形作为一个整体去观

看。沙画作品的转换标准包括画面切换手法

有创意、镜头变化丰富不单一两个标准。

首先，画面切换手法的创意性。沙画表

演过程的转换，更多是利用沙画师的手法进

行切换的，比如从相似的画面进行下一个镜

头的联想切换，或是根据已有的形态作为承

接下个画面的锚点进行绘制，让观众进行想

象的补充。巧妙的转换也是弗兰克·库科代

表作《创世纪》演出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在

表演的现场，仅仅9分10秒的时长内，弗兰

克·库科表演了20个画面，画面凝练概括，

如魔法般的转换手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画面开始于远古的地球上，古老的河流

诞生了生命，由我们无法想象的古怪的鱼

类，进化到面目可怖的爬行类动物。随后，

哺乳动物出现在生命进化的链条中，它们雄

赳赳气昂昂地从我们的视线中走过。继而陆

地上也出现了大象、长颈鹿等，它们一同奔

跑，头顶飞鸟盘旋，一切都那样的安静平

和，万物皆通。只用了一个简单的“擦”的

动作，画中的海蛇就变成了恐龙，从猴子到

狮子的转换尤为精彩，利用猴子本身的眼睛

部位在十秒内进行了切换。每个画面与画面

之间的转换让人既觉得惊喜，又理所当然，

流沙的游离不定把人带入历史的纵深，流动

的畅快指向了世界的丰富和历史的丰富。沙

画的转换在时间和空间多重维度上来回灵

活变化，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

果”。

其次，景别变化丰富。和沙画表演相

比，沙动画的转换还可以通过一些后期的特

效来进行，比如交叉叠化、翻转、渐变等转

场手法，在加入了后期特效后，沙画丰富的

景别变化在塑造氛围中尤为重要。远景、全

景、中景、近景与特写的穿插，不同的景别

引起观众不同的心理反应。如2016年新华

社发布的母亲节沙画《妈妈的爱》，以第一

个标题画面到第二个画面的过度、以及最后

的镜头中用了交叉叠化的手法完成母亲的形

象从中年到老年的转换，使整个影片给人温

馨和谐的感觉。

（三）画面标准

沙画的画面是否形象，直接关系到整个

作品的质量，也是衡量一部沙画作品是否值

得反复观看的一项重要指标。沙画是时间艺

术，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讲述一个故事，或描

绘一段情节，每一个画面停留的时间都非常

短。在短短的几秒钟，如果不能准确地体现

画面元素的造型特征，就会直接导致观众看

不懂整个作品，更遑论被作品所吸引了。这

就要求沙画师在创作时应该做到抓住画面元

素的主要特征、保留它生动的形象，除此之

外，沙画的画面需控制在作画区内，构图主

次分明，色彩和谐，画面干净，沙粒厚薄有

致。如果是沙书，则要结构稳妥有表现力。

其一，造型准确、形神兼备。随着物质

化时代的到来，手机、电脑、电影、互联网

等屏幕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绘画这一形式

从图像的创作者变为诸多图像创作的方式之

一，随之而来的是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多样性

选择。［4］由于软件的应用，沙画师的造型

能力与20世纪的沙画导演相比较为薄弱，

沙画画面形象的精准背后需要付出巨大的努

力和探索。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很多画

面的把握依靠日积月累的训练和对材质的把

握，比如对沙量的控制以及对画面节奏的掌

控，这些都是隐藏在画面背后的能力。如彩

色沙画影片《红楼梦》，生动还原87版《红

楼梦》，宝黛共读、晴雯撕扇、刘姥姥进大

观园……这组沙画选取了电视剧中的15个经

典画面，影片中每一个形象都准确精湛。我

们在品评沙画作品时，一定不要忽略与技艺

相关的其他因素，能看到画面的表象，也能

欣赏其气韵、节奏。如画面的意象之趣，沙

子的流动和中国画的笔墨相似，讲究气韵。

3. 弗兰克·库科，《创世纪》，沙画作品

4. 首届“中国梦 沙绘梦”青少年沙画大赛评分表 5. 第五届中国沙画锦标赛决赛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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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卡洛琳·丽芙（Caroline Leaf）的

沙动画作品《娶了鹅的猫头鹰》，在透明玻

璃表面利用细沙的厚薄所带来的半透明效果

来塑造朦胧的画面效果，将沙子的灰暗和流

动特性发挥到极致，流露出微妙而细腻的情

感，画面构成拙朴有趣，呈现出爱斯基摩人

的文化风格和意境。使画面产生“言有尽而

意无穷”的效果，整个作品画面新奇，意境

幽深，灵活多变，在形式和内涵上达到了高

度和谐统一。

其二，沙肌理美的体现。沙画作品的

画面形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在于对沙

材料的把握和处理，周代《考工记》记载

“材美工巧”是中国古人造物的原则和审美

标准，对材质美的追求是美术创作的标准之

一。沙画之所以吸引人，沙材质美的发掘与

显现是重要因素，也是沙画艺术的重要特

征，能体现作品的审美思想和构思意识，在

沙画画面把握中，好的沙画作品善于运用沙

子的肌理，用沙材料的厚薄塑造相应的氛

围，或是空灵或是沉重，很多优秀的作品会

充分利用偶得的沙材质肌理，进行想象力的

补充，从而形成精彩的画面。如江西卫视

《跨越时空的回信》沙画中，第一幕云朵的

通透感和人物的细致感都用沙子的厚薄来呈

现和控制，第四幕的远景山峦起伏和第五幕

国旗的肌理都用薄薄的沙子平撒来塑造，为

了体现和时空对话的年代感，整部影片只用

了单色的原沙，但意境、空间和形象都丝丝

入扣。

沙画的画面形象是对沙画师作画能力

的考核，最能体现沙画师专业水平的高低，

既能体现作画者的造型能力，对材质的把控

和对画面的调度，也能看出沙画师的熟练程

度，以及对剧本的理解程度。出色的画面可

以兼顾视觉冲击力和个人风格。同时画面的

精美是永无止境的，每一画面都经得起长久

的推敲是沙画师的追求。

（四）音画结合标准

沙画声音与图像、手部的动作的默契配

合，使观众获得多感官复合型的视觉审美体

验。现代沙画艺术从出现伊始就是以音画结

合的方式进行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沙画

作品是卡洛琳·丽芙在1969年创作的沙实

验动画《沙或彼得与狼》（Sand or Peter 

and the WoIf），借由彼得与狼的传说为原

型，画面结合低沉的旋律，营造出一种压抑

感，准确地表达出了一个男孩对黑暗、树林

和狼的恐惧。沙画的轻、重、缓、急，背景

音乐的承、启、高、低，使得画面的“破”

与“立”相辅相成，音画相得益彰，主题表

达得淋漓尽致。如果忽视声音的存在，仅将

画面作为唯一的元素，沙画作品必将犹如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优秀的沙画作品少不了

音乐的润色，运用合适的音乐为沙画情节注

入生命和情感，在展示情节变化和发展等方

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美国作曲家赫

尔曼所说：音乐实际上为观众提供了一系列

无意识的支持。它不总是显露的，而且你也

没必要知道它，但是它却起到了应有的作

用。

第一，音画同步、音效相符。沙画的声

音主要分为三类：音乐、音效和人声，音乐

是基础，从演出的开始到结束都离不开背景

音乐的烘托，音效对沙画进行中的某个特定

情节进行强化，或对即将要进行的精彩画面

起到提示作用。在沙画作品中，很多时长较

短的沙画影片如沙画广告通常只有音乐和音

效，某些特定主题会将特定的音乐和音效配

合在沙画中，比如2021年人民日报海外媒

体面向全球发布的沙画《中国年的传说》，

为了配合浓郁的中国风主题，沙画音乐运用

了唢呐等民乐跟着画面层层推进、采用爆竹

声等音效来烘托大年的氛围。这些合适的音

乐音效在烘托气氛、渲染情节、抒发感情、

突出主题、加强戏剧性等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

第二，解说合理。在所需传达的信息量

较大的情况下，单独用音乐和音效不能全面

地传达信息，此时需要运用人声解说或朗诵

来解释说明，方便观众理解，保证信息传达

的准确性，增加趣味性和作品的易读性，使

作品的表现形式更加饱满，更能调动氛围，

增强受众的视听体验。近几年很多晚会上使

用诗歌朗诵和沙画进行结合，沙画在朗诵的

内容上，给予文字视觉的空间，画面和解说

词的配合非常重要。朗诵艺术也在声音上给

予沙画听觉的指引，如本人创作的音诗画作

品《英雄花开》用沙画结合四百人的朗诵，

加上悠远绵长的动人旋律细细铺开，沙画高

潮部分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奔泻出优美壮观的

旋律，由远及近地席卷而来，引导着气氛迅

速走向高潮，展现了新中国开拓者们的气

势，让人产生深沉的联想。

（五）手法运用标准

沙画的美一方面来源于画面，一方面

源自于手的舞蹈，借助外在手的动态，来营

造“意”的表达环境，手与沙两者配合使整

个作品流利顺畅。首先，需要手法流畅。所

谓手法流畅，一是手的动作也就是沙画的手

法干净利落、肯定概括，画面的推进行云流

水不犹豫，作画动作肯定不含糊，变化丰富

不重复，二是指沙画作品中所出现的手的姿

态能符合主题的需求，与画面风格相契合。

沙画的手法结合组成了沙画表演的主要形

式。八类手法“撒、漏、擦、划、推、点、

抛、黏”对沙子做加法和减法来塑造所需形

象，如“撒、漏、推、抛、黏”是做加法，

“擦、划、点”是做减法，或粗或细地展现

生动的形象。 手法的表现充分调动手的各

部位来实现，不同部位产生不同视觉效果，

手指指尖、指甲、指腹、手掌、掌根、手背

都可以参与到创作过程中。在沙画的八大手

法中，撒沙中的快撒有着非常开阔的气势，

慢撒的时候沙子细细密密地洒下来像一片幕

帘，透过沙子欣赏画面有种独特的朦胧美

感；擦沙的感觉干脆利落，大开大合；捻沙

精致细腻；划沙的手型可以将食指和中指聚

拢，其余三指打开，手的姿态俏丽，配合画

面或急或缓的节奏展现所需的风格；漏沙配

合眼神的流动时间似乎瞬间停止，有着很强

的代入感；抛沙如疾风骤雨般能带来较强的

视觉冲击力和表演张力；推沙一气呵成，酣

畅淋漓；点沙轻巧玲珑，充分展现十指的轮

廓。如沙画表演《清明雨上》中多用到捻沙

和划沙，充分体现手指的灵动，沙画影片作

品《中国军人》中，多用擦沙和撒沙、抛

沙，展现自豪、挺拔的感觉。

其次，手势传神达意。沙画的影片中

手的表演常因为可以被剪辑清除而被沙画师

忽略，但在现场表演过程中，沙画师手起沙

落，手形在沙画表演当中提升作品美感，某

些沙画艺术家在开场有自己的特定手势，寓

意整场节目的风格，根据画面需要，利用手

势的剪影为画面提供意象，如太阳马戏团的

沙画师们在表演结束时就常常用一组手势模

仿流动的谢幕的形态。手势还具备某种特定

的寓意，通过手部的模拟在作品中产生某种

象征性，比如在表现海洋主题的场景中，开

场的手势表示有海鸟飞过。手势作为身体语

言的一种微观语言表现形式，赋予画面不同

的意象。

除了上述这些可视或可直观感受的标

准，好的沙画艺术作品还应该有气韵、意

境，以及在艺术前沿的创新。现代沙画加

入 了 各 种 创 新 的 交 互 体 验 形 式 ， 比 如 在

2019年全国“五个一百正能量作品展”中

沙画作品《改革开放40周年——引领时代

的中国力量》将各种数据信息整合，形成

互动，通过观众一层一层点击，获得丰富

的信息，在创作内容上也做到与时俱进，

将设计过程置于动态的社会脉络中进行研

究，使作品打动人心。［5］

三、现代沙画艺术评价标准的应用

现代沙画艺术作品的评判标准是一个

极有意义，值得沙画从业人员深入探讨的话

题。综合以上标准和评分表的利弊分析，我

们组织中国沙画锦标赛组委会，联合山西、

山东、安徽、湖南、海南各省沙画组委会制

定了评分细则。采用了叙事清晰、转换巧

妙、画面形象、音画同步、表现力强五个部

分（图5），在视觉、听觉、舞台表演等方

面完整、科学并充分等进行评价。通过新标

准的应用，对评委评分的过程进行了有效地

监控，对选手的作品优劣有了清晰的诊断，

提高了评审的水平，得到了行业同仁的认

可，获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对8位评委的

访谈调查，所有评委表示此表的评价标准相

对于其他的评价标准更为科学、全面、具

体，七成以上的评委表示因为各部分分值相

同，在短暂的给分过程中提高了评分效率，

表示会继续沿用。

当然，上述评价标准还存在很多需要

改进之处，比如趋于客观的品评会影响创作

者的激情。本文结合现有的评判标准及部分

代表作品，试图对现代沙画艺术的评判标准

加以整理和归纳，并对一些专业技艺进行分

析，希望对沙画艺术体系的建设起到一定推

动作用，能使从业者对沙画艺术的评判标准

有系统的认识，对培养和增强沙画师的创作

能力方面也有帮助。建立沙画评判标准的目

的是提供方向和目标，尤其对非专业人士的

欣赏过程中起到引导作用，而并非禁锢创作

者的思路，沙画创作者们应该在具有精品意

识的同时具有开拓精神，不断创作出优秀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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