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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家为何偏爱
“少数民族”题材？

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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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藏高原的人

文风貌、新疆青
年的俊美样貌、内蒙

古大草原的欢腾景象……
一直以来，少数民族题材都是

美术家们关注的焦点；少数民族题
材作品在艺术品市场上的表现也非
常突出。中国著名的美术家几乎都
有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名家名作
多，已成为中国美术独特的现象。

少数民族题材为何如此受美术
家们青睐？为了更好梳理、更深入研
究少数民族美术创作，9月24日，由
中国美术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
社、《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办
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学
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有关方面领
导及 30 余名艺术家、艺术理论家、
文学家、少数民族专家探讨了少数
民族题材在美术创作中的特点。

美术作品的“少数民族现
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经典美
术作品都是少数民族题材。少数民
族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各个时期也
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被称之为新中国美术上的“少数
民族现象”。

“没有少数民族就没有我们今
天中国。” 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
任朱维群表示。60 多年来，民族
地区翻天覆地的变革和变化，给艺
术家以强烈的震撼，反映各民族崭
新的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笔下的重
要题材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画家开始
深入到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出现
了一批与之相关的作品，比如上世
纪 50 年代董希文的 《千年的土地
翻了身》、吴冠中的 《扎什伦布
寺》、潘世勋的 《我们走在大路
上》等。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画家也
以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生活的
作品崭露头角，如维吾尔族画家哈
孜·艾买提的 《罪恶的审判》 等。
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很多都
成为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术创作
中具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凸显了
少数民族题材的意义。

自 1954 年董希文到康藏地区
写生之后，相继有无数的画家到少
数民族地区写生。因此，越来越多
反映少数民族风情的作品问世。其
中，西藏题材成为上世纪中期以来
主题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
出现了许多专攻西藏主题的著名画
家。从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
丁绍光为人民大会堂所作的壁画

《美丽、丰富、神奇的西双版纳》，
袁运生的机场壁画 《欢乐的泼水
节》，刘秉江和周菱的北京饭店壁
画 《创造·收获·欢乐》，都在一个
时期内掀起了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
风潮。同时，以丁绍光、蒋铁峰为
代表的一批云南画家，以反映傣族
风情的装饰性绘画则成为影响广泛
的“云南画派”。

少数民族创作成为中国
美术的重要组成

今天大家看的美术展览很多，
每次展览几乎都能看到有关少数民
族创作。在历届全国美展中，都有许

多
少 数 民

族 题 材 作 品
入选和获奖。比如

韩书力的连环画《邦锦
美朵》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

奖（1984 年），韦尔申的油画《吉
祥蒙古》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

（1989 年），方增先的国画《母亲》
获 第 七 届 全 国 美 展 银 奖（1989
年）。

丰沛的创作和获奖数量，不
能不令人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少
数民族创作创作究竟在整个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创作中占什么样
的比例？给予中国美术创作乃至
中国社会什么样的影响？在研讨
会上，专家们也给予了充分的阐
释与总结。

据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吴长江介绍，从2009年
开始，中国美协做了西藏专题展
览，去年又先后做了西藏、新
疆、内蒙古、云南、贵州等 6 个
少数民族专题创作的展览，出版
了大型文献画集，梳理了65年来
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创作方面的历
史脉络、艺术成就、人文价值和
社会影响。

这一系列的展览、优秀作
品、文献画集、历史资料、视频
影像不仅包括许多近现代少数民
族题材经典美术作品和知名艺术
家的深度个案研究，还有中国美
协组织美术家赴各地写生创作的
精品佳作。这些作品展现了少数
民族地区奇幻壮美的地貌山川，
各民族纯朴豪迈的民风，边防战
士的英姿以及人文社会发展风貌
等，共同构筑了一部20世纪中华
民族的现代视觉史诗，受到了学
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好评。

《美术》 杂志执行主编尚辉
指出，从这 6 个展览和出版活动
中，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美术创
作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重要
组成，这个重要组成占到了一小
半，或者一半分量。

画笔讲述民族大团结，
记录社会变迁

如何来评价 20世纪以来少数
民族题材对中国美术创作的影响？
专家们一致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美
术创作扩大了 20世纪美术历史表
现范围和领域，甚至使得一些美术
史审美品格获得了扩充和发展，也
丰富了20世纪流派风格和样式。

“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是最
能代表中国美术特色的作品和艺
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
田表示。不仅如此，少数民族题
材的美术创作也是最能表现社会
变迁的。

从宏观上看，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宋晓霞认为，整个 20 世纪中
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使社会生
产力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在文化
发展上，20 世纪可以说是中原文
化和边缘少数文化一个大的融合
时代，这样一个融合时代可以通
过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得到呈现。
从微观上看，少数民族美术作品
记录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
和情感。在朱维群看来，少数民
族美术作品是最为直接、最为酣
畅淋漓地表现少数民族的艺术。

当代民族题材创作指向何处？
专家们一致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的
美术创作，应该既真实爱护少数民
族基因和传统，又注重他们对现代
文明生活的期待和努力，注重表现
中华民族共同成员的精神贡献，即
体现各民族物质和文化的差异性和
多样性。

▲阿诗玛插图之 《妈妈
的好女儿》 黄永玉

▲根藏 吴长江

▲垛草的妇女 妥木斯▲垛草的妇女 妥木斯

▲塔吉克新娘 靳尚谊

▲苗岭踏歌 叶浅予

▲织地毯 苏天赐

▲天安门前 孙滋溪

▲中华民族大团结 叶浅予

▼欢腾的草原 黄 胄

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65 周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术
馆承办的“丹青中国梦——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美术作品
展”日前隆重举办。这是全国各族
人民庆祝国庆，以丹青画卷歌颂中
国梦的一次重大文化活动，也是全
国美术界献给伟大祖国 65 华诞的一
份诚挚祝贺。

这 个 展 览 是 以 美 术 作 品 反 映
“中国梦”主题的大型综合性展览，
300余件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名家
的经典之作，让广大观众通过视觉
阅读和审美观赏理解“中国梦”的
丰富内涵，以美术的形象和展览的
方式传播“中国梦”的理念，在美
的欣赏中增强实现“中国梦”的信
心，在美的欣赏中鼓舞起实现“中
国梦”的力量，在美的欣赏中登高
望远“中国梦”的灿烂前景。

这个展览是展现百年中国经历
沧桑与复兴巨变的视觉史诗，也是
体现中国美术文化追求与理想的多
彩篇章，通过近百年来中国美术家
创作的优秀作品，反映了中华民族
战胜外来侵略，成立新中国，建设
美好家园，迈入改革开放，走向伟
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说：“展览
以‘寻·民族振兴之梦’、‘筑·国家
富强之梦’、‘追·人民幸福之梦’形
成展览的叙事结构，以中国美术馆
的馆藏精品为主，作品类型包括中
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连环
画、年画和新媒体艺术，诗史般地
展现出美术画卷对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
富强、走上幸福生活之路的颂扬和
吟咏，同时也彰显了 20 世纪以来中
国美术自身的时代发展与艺术特
征。”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的日
子里，“丹青中国梦”既是展现百年
中国沧桑巨变的视觉史诗，也是体
现中国美术文化追求与理想的多彩
篇章。这次展览对于弘扬民族精
神、时代精神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激发广大人民的奋斗热
情，从艺术欣赏中坚定文化自觉与
民族自信，汇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
合力，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
意义。

顾大明、赵忠仁
山水画艺术展举办

为喜迎新中国成立65周年，“走
近自然·顾大明、赵忠仁山水画艺术
展”第八回日前在锦州市博物馆举
办。顾大明与赵忠仁携手展出近期
创作的 100 多幅山水画精品。其中，
赵忠仁的作品以水墨画为主，白山
黑水对比强烈，气势宏大；顾大明
则以平时的写生作品为主，生活气
息浓厚，灵动秀丽。 （徐 蕾）

中国青少年书法美术
大赛面向海内外征稿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青少年通过书法美术创作传承
中华优秀文化，共青团中央决定主办
2014“向上·向善”中国青少年书法美
术大赛。本届组委会主任由共青团中
央书记周长奎担任，北京同道文化艺
术中心和央视数字电视台书画频道
参与承办。大赛分儿童、少年、青年、
院校4个组，目前向海内外45岁以下
青少年广泛征稿，书法类包括毛笔、
硬笔、篆刻和刻字；美术类包括国画、
油画、水彩、水粉、版画、漫画、素描、
雕刻，还有电脑美术、卡通画、连环画
等，特别欢迎港澳台等海外青少年参
与，11月20日截稿。

大赛自 2001 年创立以来已连
续举办五届。 （小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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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徐晓燕

▲钢水·汗水 广廷渤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李可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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