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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风情的吸引力

这次书画交流笔会围绕大美天山、共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0华诞的主题展开。40多
位书画家现场创作了60多幅作品。其中，中
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尼玛泽仁和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赵宁
安、李乃宙合作创作了巨幅作品 《飘香时
节》。

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自古以
来就以雄浑壮美的大漠山川、璀璨瑰丽的文
化遗存、纯朴豪迈的民族性格在中华文明中
独树一帜。无论多次入疆的边疆画家还是首
次踏访者，都被新疆独特的风情所吸引，并
产生无尽的创作动力。

如果以传统的眼光考量创作题材，在新
疆首推山水，次数人物。新疆北有阿尔泰
山、中有天山、南有昆仑山，它们既是艺术
素材的宝藏，也是艺术灵感的不尽源泉；而
干旱少水的戈壁、荒漠地貌等，更是有待开
发的创作题材。

同时，新疆人物题材也独具风情。新疆
很多地方至今仍保留着世外桃源般的生存景
象，无论塔里木河畔的维吾尔农民还是天山
深处的哈萨克牧人，或是世界屋脊上的塔吉
克老乡；不论耄耋老者还是垂髫童稚，或是
猛男靓女，笑声爽朗、开怀，舞蹈自由、奔
放，对人真挚、坦率、热情，待客直爽、慷
慨大方。加上新疆人形象俊美、体态魁梧，
这种品性的美、生活的美、形象的美，正是
人物画家艺术创作的理想对象。

美术创作的富矿

20世纪以来，美术家们不断赴新疆寻找
艺术灵感，创作写生。1949年以前，即使交
通闭塞，也有韩乐然、黎雄才、赵望云等
人，从内地到新疆进行短时间采风写生，只

是那时还没有专业的国画人才到新疆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反映民族团结成为美术

界的共同主题，各族人民成为艺术表现的对
象。于是，短时间内新疆汇聚了一大批科班
出身的年轻国画家。

最早调入新疆工作的国画家是徐庶之先
生。他擅长山水画，同时兼画人物和动物，
技法上深受赵望云的影响，题材主要以新疆
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为主，构思新颖，笔墨
洗练，画风质朴而饱含诗意。内地美术院校
毕业生中，最早前往新疆工作的国画家是牧
歌先生。他的画面含蓄和谐，画风清新奇
峻。其后的李山虽然只在新疆工作了 5 年，
但他创作的 《我跟爸爸进天山》 成为新中国
人物画史上的精品。

新疆题材的油画创作就此开启。全山石
走遍新疆，为苏派油画表现新疆少数民族人
物作出本土化探索；赵以雄完成了对丝绸之
路的考察，将对疆域高原荒漠的感悟融于笔
端；靳尚谊的 《塔吉克新娘》 成为新时期古
典写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本地画家的崛起

在内地画家不断涌向新疆的同时，新疆
本地画家也逐渐崛起。他们用自己熟悉的笔
墨，审视民族内部的历史和生活，显现出更
为深沉的文化意味。

吐尔地·伊明的画风深受龟兹艺术影响，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域特征，作
品多取材于乡下巴扎和民间舞蹈，画面洋溢
着浓郁的少数民族生活气息。

哈孜·艾买提开创了批判现实主义在新疆
的先河。1964 年，他以创作 《罪恶的审判》
一举成名，并在 1984 年以创作的 《木卡姆》
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

此外，阿曼·穆罕诺夫、买买提·艾依提
等画家，也通过写实的艺术语言，表达民族
风情与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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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丁，1961年生，曾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国画专业，现
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画院高级画师，
为当代书画大师孙其峰先生入室弟子。

袁丁书画皆工，以写意花鸟画著称。尤其是近 30 年来，立足枣乡乐
陵，致力于枣树画的探索与创作，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笔墨语言，有枣树画
家之誉。孙其峰先生曾多有题词称赞：“袁丁，乐陵枣乡人也，善画枣。此
帧笔老墨苍，不类青年人所作也。”“袁丁同学发古人之所未发，故能自成
一格，不与人同也。”“袁丁擅书，又生于枣乡，故其所写枣树，信手点
染，自有一格，笔墨精妙，形神兼得，可谓擅师造化矣。”

袁丁的书画在全国多有参展、获奖；作品曾入选 《全国青年书法篆刻
作品选》《山东省书法篆刻作品选》《当代国画精品集》 等多部专集；曾获
全国鲁迅杯书画印大展一等奖、山东省“五·一文化奖”一等奖等；被中外
艺术机构收藏，被多家报刊、电视台专題报道。

出版有《袁丁书画集》《枣乡情·袁丁枣树画集萃》《21世纪有影响力画
家个案研究·袁丁》等。

名家点评——

孙其峰（中国美协理事、天津美协名誉主席）
你画的枣子非常好，我看这个题材可大作文章，古人无画之者。
我看你可再向大自然学习，希望你努力干下去，努力和勤奋可以战胜

一切，可获得一切，历史上有成绩的成功者都证实了这一点。

张志民（中国美协理事、山东美协主席、山东艺术学院院长）
乐陵是闻名全国的金丝小枣之乡，枣树那不畏冰霜默然奉献的品格和

气质深深地影响了这位书画家，使他后来成为花鸟界艺帜独张的“枣树画
家”。

袁丁最早引人关注还是因为他的书法成就，他书法方面的“童子功”
十分过硬，这为他后来在花鸟上取得一系列成就锤炼出了很好的笔墨功夫。

袁丁的艺术观念已趋于成熟，因此，他笔下的个人风格与特点也已日
渐鲜明起来。想必不久的将来，他必然以其独特的风格与魅力屹立于当代
画坛。

乍启典（著名画家）
观先生之大作，非常好。笔墨老辣，构图灵巧，气韵生动，为当代画

枣之冠。祝贺先生开创新作成功！

陈玉圃（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
袁丁画格温润、造型生动，早年师孙其峰先生，足见慧心也。袁丁擅

书，颇天真烂漫之趣，遂以书法入画，则使其画平添了许多文人绘画的书
卷气，含蓄、隽永，耐人寻味。这在铜臭、作家气、俗气、霸气弥漫的当
今画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石齐（北京画院著名画家）
寄来的画集收悉，见到深受孙其峰画风影响的画面非常高兴。孙先生

画的白鹰、红叶作品始终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其几笔潇洒之气不能不令人
钦佩。

你一方面干公务，另一方面干书画艺术，这是绝大多数画家所不能及
的。你独创的红枣画法有很多闪光点，你的书法艺术同样美意无穷，希发
扬光大。

贾德江（著名美术评论家）
以“枣树画家”驰名画坛的袁丁，为人品格正直，他的画一如他的为

人，不肆张扬、平和安详、不愠不火地叙述着大自然赠予人类的美好，讲
笔情、重墨趣、抒情感、写心绪，形成了自己清新、俊逸、酣畅、奔放的
艺术品格。质言之，袁丁的作品是历经炼狱的长期以来的彻悟与超脱的精
神结晶。

杭春晓（美术史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袁丁对于艺术有着一种执著。他作画从生活感受入手，多作身边常见

之景，如枣林、雀鸟之类。行笔强调一种开阔的气度与力量，别有一番拙味。
对造型，在吸取孙其峰先生及一些明清的君子画样式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
感悟，大胆取舍，显出一种创作过程中的“自由”。孙其峰先生言其“发古人之
所未发，故能自成一格，不与人同”，或许正是着眼于袁丁画面中的这种“自
由”。

就今天的状况而言，中国画背负的历史过于沉重了。传统的笔墨与造型
虽然精微而丰富，但有时反而成为画家前进的障碍。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
的问题。对于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其实已经谈得很多了，但一旦具体到实际创
作中，情形却不乐观。早在多年前，对于传统李可染先生就提出了“以最大的
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功力打出来”。可时至今日，很多画家也就只努力在做
着第一步。袁丁身上显现出的源自生活的创新感，对于那些仍然在第一步中
滞足不前的人，大概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启发，最起码应该能够引发一种思考：
创新源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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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清香 袁丁风骨清香 袁丁

碧帐随波接天外 袁丁碧帐随波接天外 袁丁

美术创作中的
“新疆风”

赖 睿

说起叶浅予、黄胄，人们一定会想到他们笔下的新疆风光；也绕不开他们创作的新
疆人物形象。其实，长期以来，新疆题材就深受美术家们的喜爱。

日前，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新疆”活动在乌鲁木齐、哈密举办，其中包括“走进新疆中国
书画精品联展”和书画交流笔会活动。艺术家们把对新疆的热爱，付诸笔墨丹青。

刁羊
阿曼·穆罕诺夫

刁羊
阿曼·穆罕诺夫

伊犁巴扎 赵以雄

塔吉克新娘 靳尚谊

臧新义，字涵之，号雨园、抱玉室主人。中文学士、法律硕
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东城书法
家协会理事，刘艺书法艺术研究会理事。

出身于教育世家，幼承家学，从读过私塾的祖父习书。楷书入
手于颜鲁公 《勤礼碑》，后钟情于汉代碑刻，遍临汉隶名碑，多取

《礼器碑》之古质典雅《封龙山颂》之宽博爽峻以及《鲜于璜碑》之
朴拙厚重，并间习竹简帛书，力追秦汉古雅气厚的大境之美。行书
以王羲之 《圣教序》 为基，纵情于晋行草书之风神俊逸、古韵悠
长，尤得力于三王 （王羲之、王献之、王珣），并细心研习文徵明、
董其昌诸家。早年曾获河南省大学生书法三等奖，北京市大学生书
法一等奖。

师从当代书法大家刘艺先生，书风古雅典正、浑朴刚健、清新俊
逸，饱含金石之味，书卷气浓厚。在国家级书法核心报刊发表有《道统
与闲适——论书法的社会功用与审美性》《魏晋书法生成论》《酒与草
书》《书法审美构成的主客观因素》等多篇学术论文。 （魏 文）

◀行草书李白诗《送孟浩然之广陵》 臧新义书

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深圳大学联合主办的“墨彩行履——
邹明绘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
画展是邹明继 2002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首次
个人画展 13 年之后的又一次亮相，共展出代
表性作品50幅。

展品由综合绘画和水墨水乡两部分组
成，一端系着“都市”，一端系着“乡居”。前者
反映了当下现实的生存体验，是对现代文明的
省思和社会批判；后者则寄托着超越现实的思
想情感诉求，是对传统远逝的焦虑、眷恋。

在邹明的作品中，我们能够体会到画家

本人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探索精神。在结构
形式上，他兼取中西造型的观念，既追求焦
点透视的空间深度，亦追求景随步移的空间
广度，由此确立造型格式的宏大感和兼容
性。在笔墨形式上，他兼施中西笔法，一方
面运用中国画的勾勒技巧，直取物像的筋骨
和气脉，一方面则采纳西画式的塑造手段，
强调物像的块面和影调。

邹明的作品视“民居”为安身立命的
“居所”，无论画乡居老屋还是画城市建筑，
总是将虚拟的图景画境作为思想情感的寄
托，秉有一种由人格情怀的根底所生发的艺
术之魄。

“‘墨彩行履’邹明绘画艺术展”举行
王艺润

“‘墨彩行履’邹明绘画艺术展”举行
王艺润

面对老屋的回忆 邹明

由中国美协、中国国家画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天津美术学院共
同主办的“太行浩气——吕云所中
国画作品展”在北京启动。展览精
选了吕云所先生一生4个阶段的经
典作品，近160余幅。

第一部分：《漳河畔》 系列组
画以及 《老来红》 1962 年天津美
院毕业作品，用写实印象手法和传
统笔墨技巧表现了太行的情感、风
貌。第二部分：用毕生精力创作的

《黑色太行系列》，追求深沉、厚
重、博大、悲壮的精神。第三部
分：《太行风情系列》，用一种浓厚
细腻的抒情笔法，表现了对故土太
行父老的眷恋之情。第四部分：

《写意太行系列》，晚年回归以笔墨
为主体的独立审美，使观者感受到
笔墨的干湿浓淡。

（王晓玥）

吕云所中国画展启动 以敬畏之心对待书法艺术
——臧新义艺术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