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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题材在油画创作中的应用当议

王 承
(西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

,

甘肃 兰州 73 00 3 0)

【摘 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初步探讨少数民族题材在油画创作中的历史
、

现状及发展趋势
: 与

生俱来的宗教性
、

世代相传的民俗性
,

使得少数民族油画艺术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 走过历史的辉煌

,

如今少数民族题材在油画创作中呈现出一种平缓发展的态势 ;少数民族油画应将传统与现代
,

民族

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
,

多角度全方位思考
、

认识
、

研究民族文化的现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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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

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

成为中国油画发展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少

数民族多数聚居于我国的西部
,

在西部的油画艺术

创作历程中
,

少数民族题材一直是最为重要的文化

构成因素
,

以其博大
、

浑厚
、

质朴
、

壮美而适合于油画

创作的意愿
,

紧贴油画创作中的选题
、

形象
、

色彩
、

韵

味等
。

一
、

少数民族油画艺术的文化意蕴

半个多世纪以来
。

在历次重要的发展阶段和许

多杰出作品的问世
,

形成了西部油画艺术发展的深

厚传统— 新疆的绮丽风光和民族情致
,

产生了哈

孜
·

艾买提
、

克里木等为代表的具有异国情调的油画

艺术风格
:

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及众多

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
,

在相当的时期里成为国内艺

术创作的采风之源
,

并且形成了以云南地域文化和

民族艺术特色为主流的油画创作风格
,

云南的代表

画家有刘 自鸣
、

姚钟华等 ;在西部的其他地区如贵州

的李昂
、

贾鹃丽 ;甘肃的周大正
、

林斌等 ; 内蒙古的妥

木斯以及宁夏
、

广西
、

四川等地的许多画家都创造了

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
。

我

国少数民族均有各自的宗教信仰或民间信奉
,

这在

他们的独特艺术中反映最为明显
。

例如藏族基本是

全民族信仰藏传佛教
,

他们的油画同藏戏
、

唐卡
,

雕

塑艺术等一样
,

从产生到发展都是与藏传佛教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
。

其他的少数民族基本上或多或少或

深或浅与本民族相关的宗教文化联系在一起
。

所以

说
,

与生俱来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性是少数民族油画

艺术的一个明显特征
。

从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方式来看
,

中国油

画又具有显著的时代承袭的民俗性特征
,

一种歌舞

或器乐
、

美术形式
,

往往是与民族生活习俗
、

传统礼

仪
、

宗教信仰相交在一起
。

例如火把节与彝族年是凉

山彝族最重要的节 日
。

每年的火把节
,

凉山变成了火

把和歌舞的海洋
,

白天大家聚集在一起
,

举行各种竞

技娱乐活动
,

夜间人们举起火把到山间田野转悠
,

大

家围聚在一起跳传统的民族舞蹈
。

这些舞蹈场面
,

民

俗活动以及美丽的民族盛装
,

在油画创作中有不少

的反映
。

少数民族丰富浓郁
,

世代相袭的民俗文化是

少数民族油画艺术的又一特征
。

油画的民族化
,

这在艺术界还在争议之中
。

但是

少数民族长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积淀的民族

财富
,

一直是油画艺术的反映和表现的主题
。

勿庸置

疑
,

少数民族题材在油画创作中的广泛应用
,

成为一

批油画家功成名就的基础
。

敦煌民族民间艺术使得

董希文创作了堂皇壮丽的《开国大典 》
,

全山石十年

之中八赴新疆
,

历经整个新疆
,

画新疆 的人
,

新疆的

水
,

新疆的山
,

成为名扬海外的画新疆的油画家
。

李

昂运用西方油画技法
,

融人民间文化和民俗之中
,

极

力在苗家审美理想中挖掘出属于油画创作规律的情

节和主题
,

体现了画家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

他出色描

绘了贵州高原苗家女子的内在精神
,

得到全国油画

界的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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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少数民族题材在油画创作发展中的

态势

不前的情形
,

再难显示出昔日的辉煌
。

由此看来
,

当

今的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在油画发展中渐渐呈现出

一种平缓的态势
。

在各种重要的展览中
,

已很少看见较强冲击力

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出现
。

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关于

油画本体语言的深化以及对于当代文化问题和社会

现实形态的积极思考
,

如以靳尚谊
、

杨飞云等为代表

的传统语言学派和活跃在多种领域进行学术探索的

中青年画家
,

如艾轩
、

朝戈
、

阎萍
、

夏俊娜等
。

分析这

种现状
,

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
。

首先
,

国家的文化建设高潮和八十年代的新时

期文化复兴倾向
,

使美术家在创作中高唱现实主义

颂歌
,

追求艺术形式美的方式
,

形成了国家美术文化

的主流
。

少数民族题材为这一类型的创作提供了最

好 的现实生活素材和表现方式
。

进人九十年代
,

文化

上的多元性弱化了这种主流性
。

多元化的意义体现

了文化涵盖的宽广和文化多重性的兼容
。

现在
,

中国

整体美术文化环境同国家的社会经济一样
,

有了相

当巨大的变化
。

无论从展览活动
,

学术交流以及社会

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方式
,

却极具丰富和多样
,

都拥有

相当的画家创作群
,

在一些专业学术研究较强的展

览活动中则强调了绘画语言的纯粹性
,

致力于美术

文化的沉稳推进
。

还有以关注社会和个体生存框架

为使命的艺术家
,

保持着敏锐的实验性
,

强调与世界

美术文化的同步交流
,

强调各种民族文化交融和互

动
。

可以说
,

对社会现实生活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关系

的多样化的理解
,

拓宽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

其次
,

在创作少数民族美术题材作品的 自身发

展中
,

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

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

代初
,

一批美术家不仅陆续到北京举办展览
,

相继推

出的一些作品都显露出浓郁的民族风情
,

少数民族

题材内容已占据油画家大量的题材空间
。

由于画家

们内心存在的单调
,

缺乏对少数民族题材内容的真

正的认识和挖掘
,

以及在表现少数民族风俗人情方

面
,

没有足够的油画表现技法支持
,

难免出现雷同的

风格和粗糙的重复之作
,

而缺少个性化的作品
。

但

是
,

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
,

学术交流在扩大
,

科技也

在不断进步
,

油画家们想找到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

文化交融的支点是不难的
。

再者
, “

商品化
”

的因素
,

使得大量带有
“

旅游
” 、

“

猎奇
”

色彩的作品充斥于世
,

削弱了少数民族美术

创作原来所带有的文化建设性和艺术研究的深度
。

使得近些年来的少数民族油画题材创作呈现出裹足

三
、

油画创作中的少数民族题材的现代

性因素

我 国少数 民族艺术作品如山野里瑰丽花朵
,

是

最具自然美
,

是人对美的最直接最原始的认识
,

没有

受到污染和修饰
,

它的质朴天真
,

充满活力的天然品

格
,

使得人们在油画创作探索中找到了从矫饰走向

质朴的道路
。

由于当代人们的生活感受发生了许多

变化
,

所 以画家在试图利用少数民族传统里的一些

东西时
,

应当把它们进行新的创造
,

给予他们新的气

派
,

使这些传统的文化精神或技法 以新的形式与风

貌出现
。

这种新的呈现不仅仅是在外形上
,

还要涉及

许多方面
,

要有新的思想
,

这样才能完成典型性与多

元性从传统到现代的揉和
。

这种现代的意念在少数民族艺术中表现为一种

较强的观念性
,

观念对于当代画家而言是创作的灵

魂
。

少数民族多样多彩的文化
,

为油画创作提供了资

源不断的素材
,

而蕴涵于少数民族文化深层的民族

精神和各种观念
,

无疑对艺术家的油画创作有着非

常重要的启迪
。

人们可以通过少数民族民间的四时

农事和民俗的繁忙活动而升腾出的向上气氛
,

使源

于民间民俗传统在当代重新焕发出来
,

作者可以经

过发现
、

选取
、

提炼
,

用 自己亲和朴素的感情渲染出

对民族生活的无限情感
。

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有典型的艺术特征
,

诸如造

型的随意性
、

概括性
、

抽象性和构图简练等
。

民族美

术质朴率真的艺术风格
“

真
、

全
、

艳
、

健
、

俗
、

粗
、

野
、

土
”

等这些鲜明的构成因素
,

理应是现代艺术所追求

的
,

在油画语言的视觉深度和厚度的基础上
,

完成民

族民间艺术与油画表达方式的融合
。

从少数民族民

间艺术中吸取敦朴而强烈的色彩语言
。

我国少数民

族民间文化是作为观念而不是工具表现融人到油画

创作中
。

纵览当代中国的油画创作中的成功范例
,

有

许多是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
,

民俗生活的变迁来呈

现生命力的沧桑感和厚重感
。

因此使用少数民族民

间艺术的大色域和装饰性
,

有力的强化 了油画的现

代意识
,

同时又 十分直接的使得油画的表现方式与

描绘对象之间构成内在的关系
。

从少数民族艺术精神观念和文化资源中吸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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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文化的养分
,

并融解在油画创作中
,

从色彩
、

结构
、

线条及其它造型要素中吸取少数民族艺术的

方法
,

找到一种精神
,

在这种精神中提炼一种少数民

族油画艺术独有的东西
。

增强油画的技法表现空间
,

开拓中国油画审美新形式
,

使得这种审美极具有民

族装饰性
、

传承性
、

观念性
、

程式性
、

其趣味自然和一

般的画作不同
。

不可否认
,

少数民族题材的油画创作在中国艺

术文化发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

董希文《塔吉克牧羊

女》
、

《春到西藏》
,

昊作人 《负水者》
,

陈丹青的《西藏

组画》
,

袁运生的《泼水节的歌》
,

靳尚谊的《塔吉克新

娘》
,

周大正的《清清夏河水》都体现了中国油画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象征
。

在生活已迈进新时期的今天
,

少数民族油画创

作单纯以题材或现实生活本身决定艺术创作的趋向

远远不够
。

我们应站在民族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

的高度来研究少数民族艺术
,

以拓宽艺术创作的空

间
。

应以民族民间
、

中国艺术传统以及西方艺术造

型
、

色彩这样的三大体系的比较认识中更明确和深

入掌握民族民间美术的基本内涵
,

并紧密结合当代

文化艺术的现状来认识
,

这种认识将全方位带动油

画创作的发展
,

推动当代文化的多层次研究
,

直接促

进艺术的创造力
,

体现新的学术面貌
。

这样我们可以

从西部开发的良好氛围中
,

准确把握研究的切入点
,

使少数民族题材的油画创作
,

在今天的文化发展中

再现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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