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

中，您与季承禹曾合作了《敦煌女儿》，是

什么契机让您选择以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樊锦诗为主题进行创作？ 

袁元（以下简称“袁”）：季承禹是

我的研究生，他能力很好，以前给我做过助

等方面，但作品风格更加写意，色彩对比更

强，人物神情也更加坚毅，整个画面的视

觉冲击力更强。这些转变源于您对创作主

题进一步的思考，还是创作风格更加个人

化的呈现？

袁：自从我决定再画一幅关于樊锦诗的

变体作品送选全国美展，我就在考虑和“主

题性美术创作”那一件作品的关系。“主题

性美术创作”的那一件，因为画面里有脚手

架，有更多的构成因素，光感相对弱一点，

颜色更深沉。全国美展的这件光感更强，带

有阳光照射的感觉，画面更具有平面性，颜

色也更活跃。这两件作品的呈现与我资料收

集的情况有关。“主题性美术创作”开始得

很早，当时我只能从网上搜集一些图片资

料，然后根据这些素材安排构图和空间的布

局，在研修班进行了多次审稿和修改，作品

的形态最终才确定了下来。同时“主题性美

术创作”因为有合作者，尽管他是我的学

生，但是他在参与绘画的过程中，也会有

他的风格和绘画语言的呈现，这是避免不

了的。

为了创作全国美展这件作品，我专门去

了一趟敦煌，在实地考察了一番，也跟樊锦

诗老人见了面。她很热情，给我提供了很多

帮助，甚至亲自为我介绍了几幅壁画雕塑的

内容。她还按照我的要求，允许我拍了一些

照片，有了一些第一手的图片资料。这些资

料决定了我这幅作品创作的两个大概方向，

对于写实绘画来说，图片资料的收集整理是

极其重要的，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选送全国美展的这幅作品，既有我实

地考察之后更加深入的创作思考，也有创作

中更加个人化的因素。

当：油画作为一个泊来画种，在中国

发展已有百余年，油画的表现形式、创作技

法等方面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很大差异。但

中国的油画家们一直努力进行着油画的中国

化、民族化、本土化的革新与改造。您对油

画的中国化是如何理解的？

袁：油画中国化，原来也叫油画民族

化。我的个人观点是，油画中国化或者不中

国化，都应该建立在对西方油画传统的继承

和一定的水平标准的基础上，我认为这是两

个前提。油画中国化不应该被贬低，也不应

该被夸大。我们画的是中国人，中国的景、

物，反映的是中国的现状和历史，这也可以

认为是一种油画的中国化。真正的油画中国

化我想是对中国传统绘画、文化有所消化、

吸收后，运用部分中国艺术的形式语言和元

素进行的油画创作。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有

很多，有很多元素是可以与油画结合的，而

这种结合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核心标准

仍然是油画的评价标准。

油画创作是一个个人化的问题。创作思

路是什么？创作理念是什么？反映的、表现

的内容是什么？个人语言是什么？我觉得这

跟个人选择的关系更加紧密，可以中国化，

也可以西方化、欧洲化甚至美国化，不必刻

意强调。油画是从西方的传统中传来的，至

于向前走，往哪去，这应该是艺术家个人的

选择。而创作上的立意、技巧问题、水平问

题才是核心。

当：在历届全国美展中，民族历史与社

会现实，往往是创作的聚焦点与表现母题。

请谈谈您对主题性创作的理解，以及对艺术

家的挑战。

袁：油画在西方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

从宗教题材到战争题材、现实题材，有大量

的主题性创作，林林总总，包含了方方面

面。我们现在的主题性创作，也很难完全脱

离这样的范畴和语境，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

怎么样把比较传统的主题表现得更有新意，

更有时代感。颠覆性的创造其实对现在的

油画来说不大容易实现，这也是现在西方

写实油画作品相对减少的原因。但是在中

国还有很多人喜欢油画，我们可以在继承

油画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中国人的

理解和审美习惯去丰富它。结合我自己的

这幅作品来说，《敦煌女儿》的构图人相

对小，景相对大，这和传统上的肖像画就

有一点不一样。在绘画的语言上，我使用

了油画刀刮抹的技法，相对而言用油画刀

画大幅面的作品和肖像，是比较少的。一

方面是我个人的绘画语言的特点，另一方

面我是从绘画的主题考虑的，我想表现的

不仅是樊锦诗的形象，更希望能在创作中

把她融入到壁画中。作品中处于背景的壁

画，用刮刀就很容易呈现出那种墙壁斑驳

的效果，当我同样用刮刀去表现人物，也

就在某种程度上把樊锦诗表现成了壁画的

一部分，从语言上形成了更统一的整体也

更有物质感，这也让作品有了一点纪念碑

的意味。所以在这幅作品的创作中我用刮

摘要：获得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获奖提

名的《敦煌女儿》，是作者袁元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主题和油画语言深

化后的再创作。他对肖像画和油画语言进行探索，不

仅描绘了樊锦诗的人物形象，更塑造了一种纪念碑般

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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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minated for the oil painting award on the 13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The Daughter of Dunhuang is recreated after the deepening of the theme 

and oil painting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thematic fine arts cre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y the painter Yuan Yuan. He explores in 

portrayals and oil painting words. He not only depicted the portrait image of Fan 

Jinshi, but also shaped a kind of picture atmosphere of mon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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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这回我把他作为合作作者来看待，他也

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主题的选择我有三个

方面的考虑：一是我跟敦煌的缘分，我去过

很多次敦煌，对那里很有感情。另一方面樊

锦诗先生是保护敦煌的楷模，也是中国知识

分子的杰出代表。我是一名高校教师，作为

知识分子对樊老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第

三，我的创作形式比较偏重肖像画，相较于

其他更宏大的场面和主题，以樊锦诗为创作

主题，我更容易以肖像画的形式进行创作和

考虑。

当：您这次个人创作的《敦煌女儿》与

之前合作的作品有相通之处，如构图、光线

刀呈现出的绘画语言表现了人物形象背后

的一些内涵。

当：全国美术作品展呈现着中国美术发

展的阶段性成果，曾诞生了许多载入史册的

重要美术作品。随着时代发展，艺术评价的

体系越来越多元化。您对全国美展的特殊性

是如何理解的？在艺术市场愈发成熟，艺术

评价体系愈发多元的今天，您认为全国美展

的意义是什么？

袁：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艺术格局，

如果少了全国美展，就不多元了。我觉得全

国美展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现在依然有它

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国家对文艺创作有着大

量的投入，最核心的是要引领艺术的主流。

国家的强大不仅仅反映在军事上，也反映在

文化艺术等各个范畴。今天我们应该更加客

观地看待全国美展。从国际视角来看，其他

国家也有这种带有主题性的国家范围竞赛性

展览。比如英国国家肖像画廊的“BP肖像

奖”参观的人就很多，很有影响力，是个很

有历史传统的奖项。“BP肖像奖”与英国

的当代艺术是并行不悖的，这跟我们的全国

美展有相似性。在我看来传统的、写实的绘

画和实验性的当代艺术并不不冲突，特别是

在强调艺术多元性的今天。事实上全国美展

现在增设了实验艺术展区，也在变得更加多

元化，它不会消亡，会随着这个时代与时俱

进，成为一个多元化的艺术大展。我们要辩

证地看全国美展，大家全一窝蜂搞当代艺术

就叫多元吗？我不这么看。中国人有我们自

己的审美传统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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