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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藏美术事业不断发展，在各

大美展中，西藏艺术家的作品已得到了国

内外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和赞誉。对于即

将到来的第十四届全国美展，西藏艺术界

也十分重视。美术报记者采访了西藏自治

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兼秘书长边巴，请他介

绍西藏准备本届全国美展的情况。

积极动员部署，实地调研指导

西藏美协从2023年4月起就第十四届全

国美展的前期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召开会议

邀请艺术家们积极参与和交流，反响良好。

为调研指导全区美术创作，为遴选推

荐优秀作品参加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做准

备、打基础，2024年3月12日至19日，由边

巴主席带队的专家组一行分别赴西藏大学

艺术学院、西藏自治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拉

萨市文联、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拉萨阿里高级中学及部分艺术家工作室，

就备战本届全国美展情况进行调研，与广

大创作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对谈，并对

作品进行了悉心指导，为作者下一步修改

完善作品提出了有益建议。

调研和创作现场，边巴在与作者的谈

话中强调，创作一定要把握新时代主题，捕

捉新时代呈现出的新图景、新气象；在与唐

卡和壁画画家的交流中，尤其谈到要立足

本土地域特色，创新艺术形式语言，既要把

好的传统传承下来，更要勇于打破惯性思

维，推陈出新。

参展人数增加，传统画家是重点

调研结果显示，西藏参加本届全国美

展的画家比往年多了很多，其中有不少人

有望通过遴选，涉及中国画、油画、壁画、雕

塑、综合材料、实验艺术、连环画等艺术门

类。往年比较少的中国画作品，这次也有

所增加。

老中青画家都为参展而积极创作，其

中年轻的新生力量占多数。值得一提的

是，本土的传统画家是此次备受关注的重

点，也是体现西藏艺术特色的重要成员。

“我们西藏的布面重彩画是一大特

色。”边巴介绍道。布面重彩画是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个新画种，融合了西

藏传统绘画唐卡、壁画与汉地工笔重彩画

的要素，也借鉴了西方写实绘画和现代绘

画的元素，成为中国西藏本土现代绘画的

一种新样式。在参加全国美展时，根据具

体画作的特点，可以归类为中国画或壁画。

经过多年发展，兼具传统精神和现代

意识的布面重彩画渐趋成熟，优秀创作者

的队伍逐渐扩大。“因此我们对这个比较有

信心。”

传统与现代结合，体现时代发展

西藏艺术文化在世界上具有鲜明的

特点。在题材上，西藏既有美丽奇特的自

然风光，深厚的历史文化，也有独特的风土

人情。“西藏传统绘画，伴随着西藏本土的

文化而生。我们的传统画家参加全国美

展，或者说在更大的艺术语境里面，可能会

有一些语言障碍。所以我们要做一些艺术

语言的转化，在立足传统的同时，吸收一些

新事物；既要继承传统，又要体现创新。”

例如，西藏传统唐卡的题材内容大多

以宗教为主，难以表现现代人的现实生活；

而当代西藏布面重彩画，更加重视表现人，

贴近生活，表达艺术家的想法与情感。

边巴表示，全国美展对西藏美术事业

发展来讲，将是一个更广阔的学习锻炼的

舞台，也是与全国各省市艺术家交流探讨

的最佳机遇，他希望全区的美术家以此次

全国美展为契机，展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美术家的实力，更好地展示西藏经济社会、

政治文化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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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全国美展的投稿工作已经进行到最后的冲刺收尾阶段，各省市自治区的准备工作进展到哪一步

了？当地艺术家们的创作又有什么特色？我们继续巡礼“备战第十四届全国美展”。

贵州省美协副秘书长晏明告诉记者，

全国美展 5 年才举办一次，很多作者从 13
届全国美展过后就开始着手准备作品。去

年中国美协召开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工作动

员会后，贵州省美协第一时间积极行动起

来，深入到贵州的 9 个市州并辐射带动区

县一级美协开展多次动员指导、看稿观摩

活动。2024 年 1 月 19 日，由中国美协分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马锋辉率队的

中国美术家协会专家指导组来到贵州，就

第十四届全国美展进行动员和指导，对国

展的战略文化定位讲解、创作题材解析、技

法材料分析、创作思路建构等，从多方面对

贵州美术作者提供了大量珍贵有价值的指

导意见。

贵州作为美术创作的富矿，拥有着丰

富的创作资源，这片土地上远古人类活动

遗迹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红色

文化与三线文化、山地文化与生态文化独

树一帜，此外在以桥梁建设为标志的交通

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方面也有许

多值得挖掘和表现的重要题材。

晏明表示，“我们开过几次探讨会，大

家普遍认为，要从能体现贵州和整个时代

发展、国家的发展，特别是近 5 年以来，全

国和贵州命运相连的发展历程中，寻找一

些创新点，找到一些自己擅长和有深刻感

受的题材去进行创作。”他介绍道，贵州是

一个多民族交融杂居的省份，苗族、布依

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18
个原生民族世居于此，其他少数民族也广

有分布，民族文化底蕴厚重；贵州也是全国

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拥有 125 多万座山

头，“开门见山”并不是一个形容词；贵州也

是全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最具代

表性的景区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黄小西吃

晚饭”，这是对境内的黄果树瀑布、小七孔、

西江千户苗寨、赤水丹霞、万峰林、梵净山

等六个景点的生动概括和表述，是贵州文

化生态旅游的崭新名片。喀斯特地貌的鬼

斧神工给予了画家创作无尽的绝佳选题，

而正是因为山峦叠嶂、河流峡谷遍布，桥梁

建设成为了近 10 年贵州最突出的发展成

就之一。据统计，10 年来，贵州省高速建

设遍及所有区县，新增桥梁 1.6 万余座，仅

“十三五”期间，建成世界级桥梁就达 18
座，至今世界排名前 100 的桥梁有 50 余座

在贵州，即将建成的花江大桥将成为新的

世界第一高桥，可以说是一座生动的“桥梁

博物馆”。据了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也

是贵州画家们创作的重要主题，贵州作为

全国脱贫攻坚战主战场之一，在中央的关

怀支持下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攻下一个

个贫困堡垒，实现了“山乡巨变”。“在美术

创作中，我们呼吁本土的画家们，既要站在

美术审美、美术史的角度，拥有全国的、世

界的艺术视野，更要立足贵州深入挖掘文

化资源，强化文艺创作‘富矿精开’，聚焦中

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通过画笔去抒写

与这片土地之间的血脉关联和情感，去展

现贵州的发展成就，展现时代新象。”

“现在有很多中青年画家都非常有创

作实力，”晏明表示，此次积极备战全国美

展的作者较之前更趋于年轻化，年龄从18
岁到 60 余岁有序分布，很多在校的研究

生、本科生也积极参与到其中，“可以看到，

他们在表现的手法、在样式技巧的探索上

面更加大胆。在以前，很多在校生都没有

具备这个能力和勇气去参加全国性的大

赛，但现在我们有很多高校美术学院的学

生在读期间便已经多次入选全国的展览，

给其他的同学树立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对

在校生是一种激励。”

晏明同时也表示，贵州虽然不是美术

大省，但在上世纪 80 年代也曾创造了“贵

州美术现象”，备受全国美术界关注，由此

逐步成长为全国 5 个版画强省之一，在版

画有序发展的带动下，其他各画种也在努

力跟进。

据了解，贵州省美协将于 5 月中旬举

办贵州美术大展暨十四届全国美展的中国

画、油画选拔展。

贵州省：精开多元民族文化富矿，展现时代新形象
■本报记者 俞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