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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少数民族美术是我国民族艺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艺术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建设

中始终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高等美术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门领域。我国少数

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我国当代艺术、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少数民族原

生态艺术保护等众多领域的建设发展，其教学与科研成果也是支撑国家整体文化发展战略

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当前，新中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已经经历了50年的发展历史，50年来，不仅为

我国少数民族美术事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全国各民族高校美术院系和各民族地区艺

术院校，都在教学实践当中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从而形成了我们最为重

要的办学特色。虽然各民族院校、美术院系，在成立以来一直为发挥少数民族美术特色做

着不懈的努力。但从教学现状来看，我们所拥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资源优势还没有得到

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办学特色还未能以体制创新的新模式体现出来。尤其是现今，还没有

完成一部系统完备、学术与教学水平一流的民族美术教育系列教材。鉴于此，在2007年1

月，由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发起，联合河北美术出版社、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在北京

召开了“首届民族美术教育发展论坛”，会议集中了全国各民族高校美术院系、民族地区

美术院校30多家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共同就民族美术教育的发展、民族美术教育系列教材

的建设等问题展开研讨，最终确定了全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单位联合编写、出版这套

系列教材，以创举共襄盛典。

少数民族美术学科包括三大范畴。一是少数民族传统美术；二是少数民族题材美术

创作；三是少数民族地区当代美术实践。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美术教育领域中都占有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次出版的系列教材共11部，全部涵盖了上述三个学科分支，涉及少

数民族主题绘画、少数民族建筑、服饰和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各个领域。其中有些是老教

授在多年教学经验基础上的总结，有些是作者最近几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以直接的

少数民族美术实践为引导，探索适合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多元性特征的民族艺术教育规

律，从而促进当代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和创作的繁荣。

当代民族美术教育，如何更好地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为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输

送高级专业人才？如何通过教育保持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可持续自我发

展的特色？这将是全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工作者一个持久面对的重大课题。这套系列

教材的出版，仅仅标志着我们为此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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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题材
人物画概述

第
一
章

少数民族题材工笔人物画创作的发展与现状

少数民族题材工笔人物画创作的审美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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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工笔人物画创作与教学

 中国少数民族高等美术教育系列教材
第一章 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概述

第一节 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创作的发展与现状

责任感。比如，周昌谷的《拉卜楞集市》，通过反映20

世纪50年代中期甘南藏族人民热闹快乐的集市生活，表

达藏族人民对新生活的满足和喜悦心情。《洪荒风雪》

是画家黄胄先生在青藏公路行程中的切身感受，他以仰

视的角度突出表现了地质队员骑着高大的骆驼行进在风

雪弥漫的荒原上的情景，作品中充满了乐观、豪迈和强

烈的生活气息。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西方文化相继涌入国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创作的观念和艺

术作品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

想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画家们接触了多元风格的

西方绘画作品，引发了艺术界创作思维的革命性变革，

中国为多民族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

识别并经有关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由于汉族以

外的55个民族相对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

族”。在现实生活中，由于56个民族不同的地域特点、

历史文化、生存环境、生活习俗以及审美情趣的各异，

使得不同民族产生了各自的文化差异和特征。回顾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

结构发展虽然不够平衡，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绮丽的自然

风光以及各自独特的民族风情吸引着艺术家们的创作热

情。

最早出现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作品是新中国成立前

的40年代。由于抗日战争开始而国家战略往西部转移，

大批有社会责任感的画家和文人来到了中国的西部，如

吴作人、常书鸿、庞薰琹、韩乐然、黄胄等革命的爱国

画家，他们辗转于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深

入接触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承担起以绘画关注大众命

运的时代责任，成为中国绘画题材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如韩乐然的《草原上的生活》，是他在青海塔尔寺和甘

肃拉布楞寺进行旅行写生途中创作的作品。在这件清新

纯净的作品中，用明快透明的色彩，发挥了水彩画水色

淋漓的特色，生动地描绘出高原上藏族同胞牧歌式的生

活。此外，还有司徒乔的《新疆集体舞》、吴作人的

《青海市场》、庞薰琹的《贵阳苗族笙舞》（见图1-1-

1）等作品，对西部少数民族生活中的市场、草原、牧

羊女等做了现实的关注和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代初，又出现了一批以反映

少数民族欣欣向荣或民族大团结新面貌的美术作品。如

叶浅予的《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1952年）、旺亲拉

西（蒙古族）的《草原上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3

年）、黄胄的《洪荒风雪》（1955年）、周昌谷的《拉

卜楞集市》（1956年）、《两个羊羔》等。这些作品都

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表现

其民族地区的建设成就，以平民化的审美意识歌颂少数

民族地区的自然山川与劳动人民朴素的现实生活。无论

在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上，充分体现了作为艺术家的社会

图1-1-1    贵阳苗族笙舞

                      庞薰琹
                      38cm×32cm

                      1941年

打破了单一以歌颂式的写实主义表现形式，在美术作品

的创作上，表现内容进一步扩大，在表现语言和形式上

也更加多样化。特别是1982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

“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中出现了一大批专门表现

少数民族题材的工笔画优秀作品。

进入90年代以后，工笔画创作在当时的北京工笔画

学会会长潘絜茲先生的努力与倡导下，得到了空前发展

与繁荣，特别是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更是由于深厚的文

化历史积淀、极具变化而富于视觉美感的服装服饰、人

文景观，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资源和灵魂

憩息的精神家园，成为很多工笔画家们最喜欢表现的主

题之一。少数民族题材也非常适合工笔画注重色彩、注

重精工细描和装饰性的表现特点，出现了很多专门表现

少数民族题材的工笔画家。如：蒋采苹、周秀青、毛水

仙、吴团良、刘泉义、潘缨、曹香滨等。这些画家在少

数民族题材创作上，除了在题材的广度上保留了原有的

风情题材以外，更多是从民族宗教、人性、生活境遇等

平常心的姿态来观察生活，摒弃了单纯的以赞美和歌颂

为主的理想主义风格，转入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积淀，

充分展示出民族题材的丰富性。比如，创作于20世纪90

年代以维吾尔族老人为题材的画家吴奇峰的作品《卖花

帽的老汉》（见图1-1-2），取材于新疆的一次下乡写

生。在这幅生动有趣的作品中，画家没有表现新疆特别

常见的歌舞弹唱或热闹繁华的巴扎（集市）场景，而是

通过深入生活和细致地观察，有感而发选取集市一角中

卖花帽的老人。画面中，安详而笑容可掬的维吾尔族老

人，身穿典型的具有维吾尔族民族特色的长袍、花帽和

短靴，占据画面的左下角部分，而背景空白处的木架上

悬挂了五颜六色的花帽，表现了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画面。可见，这件作品已经基本摆脱了“文革”中遗留

下来的“红、光、亮”的单一模式，基本上没有了理想

化了的政治性成分，画家在选择绘画主题上能够以平常

的心态，不拘泥于形式，不拘泥于大的主题，以小见

大，人物表情安逸，注重精神内质的向往。这个时期在

少数民族题材创作上也是最活跃、最兴奋的高产期，涌

现出一大批具有开创性的美术流派、美术家和美术作

品。西藏题材和蒙古族、苗族、侗族等有深刻的文化内

涵以及具有独特的形式美感的少数民族题材，仍是艺术

家们乐此不彼地表现的重点。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新的创作队伍不断增大，使

艺术创作的形式语言更加多元，思想更加开放，在表现

题材和材料的研究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作思路

有了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也面临着

在挖掘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上与时代精神结合的问题。

需要艺术家“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用时代精神去审视，

从而通过形象地再现民族风情而挖掘其民族文化的精神

内蕴，去表现当下社会境遇中，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相碰撞产生的民族生存状态、心理变化。这是从民族

风情走向民族精神所必须的（常存文）”。 

图1-1-2    卖花帽的老汉

                     吴奇峰

                     115cm×69cm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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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创作的发展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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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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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概述

少数民族题材工笔人物画创作的审美与文化有以下

几个特点：

第一，表现民族节庆与民风民俗

少 数 民 族 的 节 日 非 常 多 ， 如 广 西 瑶 族 的 “ 盘 王

节”、云南傣族的“泼水节”、蒙古族的“那达慕”、

苗族的四月八、龙舟节等。而蒙古族的“那达慕”往往

伴随着游艺习俗一起出现，如跳锅庄、摔跤、荡秋千、

叼羊等，这些都是画家们经常表现的题材之一。选取少

数民族节日民俗作为创作题材，是画家通过少数民族节

日和游艺民俗的外在表现，表达各民族深层的文化历史

和乐观豁达的民族性格。如苗族的传统节日以过苗年最

为隆重，而在黔东南的苗族有名堂的节日有一百多种，

一些节日甚至“节中有节”，几乎是天天过，月月过。

所以，创作具有节日主题的作品，是画家最感兴趣的题

材之一，因为少数民族的服饰一般分为生活装和只有节

日或婚嫁时穿的盛装。节日期间也是少数民族独特的服

第二节 少数民族题材工笔人物画创作的审美与特点

图1-2-3    苗女头像 

                     刘晓燕

                     38cm×27cm

                     2009年

图1-2-4   歌歌声甜  

                    刘金贵 

                    145cm×150cm

                    2009年 

图1-2-5    姊妹节

                     朴春子

                     100cm×100cm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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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文化最淋漓尽致地尽情展现的时刻。华丽盛装的姑娘

们的外在美足以让艺术家们感动的心潮澎湃、激情燃

烧，能够为我们留下一幅幅生动美丽的画卷。如郑小娟

的《草地上的舞蹈》、朱理存的 《姑娘们的节日》、

刘晓燕的《苗女》（见图1-2-3）、刘金贵的《歌声甜

甜》（见图1-2-4）、朴春子的《姊妹节》（见图1-2-

5）、付爱民的《神圣的跌到》（见图1-2-6）、刘金贵

的《丹寨》(见图1-1-7)等，通过盛装的民族服饰给人们

带来视觉上的审美享受。

第二，表现民族风情的婚丧嫁取和劳作场面

这些也是工笔画家们表现较多的题材之一。比如，

武漫宜创作的《打饷》、刘大为的《马背上的民族》、

周秀青的《哈尼妇女》、潘缨的《侗女织布》、徐启雄

的《苗寨新嫁娘》、朴春子的《盛装的新娘》等。这些

图1-2-6    神圣的跌倒 

                     付爱民

                     200cm×120cm

                     2012年

图1-2-7    丹寨 

                     刘金贵

                     180cm×63cm

                      2010年

图1-2-8    爱尼村寨

                    周秀青

                    189cm×198cm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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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通过对少数民族婚丧嫁娶和劳作的场面，表达不同

民族的生活习俗与历史积淀。比如：周秀青的《爱尼村

寨》（见图1-2-8），表现了淳朴的爱尼族女孩在村寨

中快乐的劳动场面，这幅容纳十余人的作品，人物布局

动静结合，疏密有致，色彩艳丽而浓重，生动地勾勒出

令人向往的西南少数民族人物的生活状态。中青年画家

潘缨也是多年坚持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高产画家之一，

她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美的感受，在表现形式上不墨

守成规，吸收融合东西方绘画观念，她创作的藏族、苗

族、侗族、彝族以及新疆的维吾尔族、塔吉克族等，不

拘泥于人物形象或者服饰细节的精工细染，以没骨的

手法创作出《早市》（见图1-2-9）、《瑞雪》《艳阳

天》等富有个性的劳作场面的作品。

第三，表现民族宗教与图腾崇拜

中国的56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民族宗教意识，

如藏族的藏传佛教；蒙古族的佛教以及萨满教；壮族的

巫道教；东乡族、撒拉族、回族的伊斯兰教；纳西族的

东巴教等。另外，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图腾崇拜。

如哈萨克族先民奉行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苗族和其

他兄弟民族一样，图腾崇拜产生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

期，把龙作为自己的祖宗、保护者和象征，也作为本族

的族徽和标志；而纳西族信仰东巴教，崇拜天地及自然

界万物、崇拜祖先及鬼神，也有单纯的民族内部英雄崇

拜，属于多神崇拜的原始形态宗教。在少数民族题材

的工笔人物画中，表现民族宗教与图腾崇拜的内容非

常多。如李绍周的西藏佛事系列《佛珠》（见图1-2-

10）、《转经》、刘闻涛的《雪莲》、贾宝峰的《圣

域》（见图1-2-11）等作品。

由于少数民族的服饰与宗教信仰的不同，各个民族

各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特点。所以，在创作中特别要注

意不能流于表面或张冠李戴。特别是现在很多画家并不

是通过下乡或者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而是利用间接的

手段获取信息，很容易发生弄巧成拙的笑话。而任何国

家与民族的宗教与图腾崇拜是很严肃的事情，闹不好会

伤到民族感情引起纷争。
图1-2-9    早市

                     潘缨

                     130cm×65cm

                      1986年

图1-2-10  佛珠 

                     李绍周

                     132cm×88cm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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