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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疆当代国画人物画的艺术特点表现在装饰性的运用、色彩的运

用、少数民族题材的运用三个方面，装饰性强调色调的气氛和线条的流畅，从而

达到理想的装饰性效果；用色时强调色调和画面气氛，不受客观对象固有色的限

制，目的在于充分合理地运用色彩之间的对比协调；少数民族题材的运用更是当

代国画人物画创作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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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本土从事国画的艺术家，大体分属于两批人。他们是建国后 50——60

年代从全国各地美院分配或支援开发新疆的一批艺术家，他们曾为新疆美术事业

的开创做出了贡献。此后的国画艺术家基本都是新疆本地培养或陆续从内地院校

毕业的中青年美术家，构成了当前新疆国画力量的主体。当前，反映 21 世纪新

疆美术的发展，打造独具一格的新疆画派的重任，主要依赖于后者。他们在反映

地域特色，追求新疆与内地的“差异之美”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我们在分

析新疆当代国画人物画特点时，要充分结合历史成因、民族特色和外来影响几个

方面加以分析。  

  一、装饰性的运用  

  国画人物画的装饰性，强调色调的气氛和线条的流畅，它不受客观对象的固

有限制，所以能够产生画家理想的视觉效果。在国画的装饰性中，可根据画家主

观立意的创作，强化物象的神韵特征，打破自然色彩的约束，采用带有装饰意味

的各种粗细线条来表现，从而达到理想的装饰性效果。  

  新疆现代国画人物画装饰性手法比较丰富，画家对色彩与线条的认知，较古

人更加全面。在充分了解装饰性色彩和线条的艺术特点时，我们对新疆特有的绘

画资源，对龟兹壁画的分析和研究，龟兹壁画的构图和造型上的趋向平面性，人

物和环境的造型更具有装饰性，注意画面的形式感、程式感、意味感。并利用其

绘画材料的特性表现力，为新疆国画人物画找到新的发展思路。合适的装饰性构

图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也为新疆国画人物画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大

地，画家可以根据创作需要强化物象特征，充分发挥装饰味和平面性两个特征，

达到最佳的画面效果。  

  装饰图案在新疆各族群众的生活中使用非常广泛，建筑、地毯、花帽、纺织

品、器皿、刀马具、乐器、首饰等等，无处不在。从内容上看，新疆装饰图案艺

术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受到希腊、波斯、印度、阿拉伯和中原地

区的多重影响。图案内容则多取材于生活中人们喜闻乐见的动植物，尤其是由植

物的自然形态抽象升华的图案纹样，在维吾尔装饰图案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人们依据生活中的动植物形象以及对这些动植物所特有的情感，抽象概括出

具有象征性和符号化的纹样。新疆人物画吸收的装饰图案最多的是“巴旦木”纹

样。“由于巴旦木的外形，类似伊斯兰的标志‘新月’，它有着不对称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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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s’线形和半圆形的组合，简洁而富有动感。它的形体体现了曲线美的韵律，

并且带有中国传统太极纹样的‘阴阳鱼’的外轮廓。维吾尔族男子头戴的花帽款

式中就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其中黑底白纹的效果就是巴旦木与阴阳鱼的巧妙结

合”⑵。在纯朴的动态中，又充满活力。巴旦木图案具有美学意义上的抽象性、

象征性和装饰性。新疆画家往往在人物的服饰上，精心地运用在自己的画面中。  

  善于从新疆民族民间装饰艺术中吸取养分，丰富自己的艺术的新疆画家很

多，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康书增。他的代表作品《集》中，用笔劲健，行笔果断，

整幅画面中带有极强的装饰意味和图案化的美感，无论是线条还是画面装饰，都

能很容易发现新疆人的性格特征和民族民间装饰艺术的样式。 

二、色彩的运用  
  在用色时，人们往往强调色调和画面气氛，不受客观对象固有色的限制，目的在于充分

合理地运用色彩之间的对比协调，所产生的最终画面效果。新疆少数民族对颜色的喜爱有他

们自己的特殊选择，如对大面积暖色调的喜爱，在服饰中对比色的运用，不喜欢掺加其它色

彩的纯色等特点。新疆画家们就利用本土的这个绘画资源，在颜色上大胆创新，将少数民族

钟爱的色彩关系运用到绘画中。    
  中国画强调和突出画面色调的倾向性，或强烈、或淡雅、或深沉、或艳丽，都是根据画

家的主观意向来加以强化。新疆画家在利用少数民族对暖色调的偏爱上，很多作品都是在一

种鲜明的色调搭配关系上，找出于绘画风格相一致的契合点。从画家吴奇峰的作品《大漠女

儿》使用暖黄色基调中，我们就可以解读到这种情调。前景衣着艳丽的五位维族小女孩，在

金秋胡杨树下显现出一种恬静美好的童年时光。给观者以幸福、舒逸的视觉享受与心灵愉悦。  
  以主导色能形成画面大的色彩倾向，点 色虽然面积小，却往往能成为画面的色彩中心，

起到画面的点睛妙处。例如画家李灼的《金秋时节》，在大面积的墨色处点 一小块金黄色

的南瓜，顿时会显现出生机。  
  新疆国画人物画家往往在画面构成形式上，喜欢用几个大的色块关系来区分画面构图，

达到一种构成关系。例如康书增在《红柳滩》中，就大胆地用两种色彩将画面一分为二，使

近景与远景有所区分，达到空间感。画面中色彩自然和谐却又远非自然的色彩，朱砂和岱赭、

大红色和翠绿色强烈的对比，白色在中间做适当的调和，使整个画面色彩感强烈又不失和谐，

他将自己的主观想法、和情感融入到色彩当中，他的色彩已经远远超出了客观光色规律，而

赋予了想象、激情和生命。  
  国画人物画设色时，色彩缺少对比的时候就会显的单调没生气，而太强烈又感到生硬唐

突。所以运用这一语言要根据画面的内容与形式的需要，色彩不必强调光影对实体的作用，

不过分渲染体积感。在单纯平面中求丰富，统一中求变化。恰到好处的应用装饰性色彩，才

能充分展现其迷人的魅力。  
  三、少数民族题材的运用  
  我们常说一幅作品的好坏，绘画题材是其中的重要元素。新疆当代国画人物画家就充分

的利用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丰富自己的绘画语言。新疆当代国画人物画家对于新疆各

民族的人物形象、精神气质及服饰、用具、建筑、家畜充满了兴趣，通过精细入微的刻画，

以表现天山南北各民族生产生活场景，作品具有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息，在风格上又具鲜明的

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这对新疆当代国画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新疆艺术个性的生成离不开新疆特定的山川造化、文化滋养。多样性的地域文化，形成

了各异的绘画风格，同时也发展和繁荣了新疆国画人物画。新疆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

并且处于东西方文化汇聚处。对西域艺术而言，西域文化不仅仅是其生产的背景，艺术本身

充满文化意味，无论从时间流变进程看，还是从空间拓展视角着眼，二者都在反映一种同一

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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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自古以来就有 “歌舞之乡”的美称。居住在这里的很多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这些

都已成为新疆国画人物画创作的重要题材。新疆歌舞以动听优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

深刻反映了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而各民族的歌舞艺术则具有本民族鲜明的性格特

点。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民族特色，少数民族人们的能歌善舞，造就了新疆一大批国画人物

画家对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的深深热爱。 
 
  继承写实传统，融合现代意识，开拓时代精神。当代国画人物画的写实性和民族性是新

疆现当代国画人物创作的主要特色。立足本土，强化本体语言的精神表现，我们应该利用新

疆这片热土，利用新疆独特的少数民族形象、服饰、风俗、建筑等特色绘画资源，关注新疆

的民族和时代精神，研究、探索、发扬新疆古代的优秀作品，探索西域恢弘辽阔的神秘自然

景观，探索新疆独特的地域风格和艺术家内在的思想精神，努力开创新疆国画人物画的时代

特征。早日开创出在全国中国画坛独树一帜的具有新疆气派的新疆画派、边塞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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