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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风到创作

《塔吉克新娘》由靳尚谊
创作于1983年，描绘的是一
位年轻的塔吉克新娘内心充
满喜悦而未在脸上形成笑靥
之前那耐人寻味的一霎间。
红色上衣，红色纱巾，暗红
底色帽子绣着亮红的花纹，
加上精致的耳坠和雍容的项
圈，众星捧月般地衬托出新
娘那张美丽的脸庞：修长睫
毛下的目眶冉冉而动，视线
投向前方，似在沉思又似在
向往，圆润饱满的嘴唇微微
扬起，神情羞涩中带有些胆
怯，抬起的左手轻轻拉着披
巾的边沿，欲遮不遮，仿佛
想掩饰内心的激动。新娘表
情的腼腆、姿态的矜持和对
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被表
现得既含蓄又酣畅，仿佛有
一股抑制不住的生命悸动，
透过画面轻拨观者心弦，余
音袅绕中渐渐生出源自灵魂
深处的感动。

关于这件作品的诞生，
有 很 多 值 得 一 说 的 背 景 故
事。20世纪70年代末，靳尚
谊随原文化部组织的中国美
术 教 育 考 察 团 外 出 访 问 西
德，第一次走出国门近距离
观看欧洲油画原作。在靳尚
谊集中观看了德国文艺复兴
和19世纪的画家莱伯尔、李
伯尔曼等大师的作品，以及
伦勃朗、维米尔、安格尔、
鲁本斯、波提切利等欧洲其
他 国 家 的 画 家 的 油 画 原 作
后，开始对西方的古典主义
油画产生兴趣。此前，靳尚
谊并不喜欢古典主义油画。
他认为古典主义油画过于谨
细、脂腻，颜色也不好看，
所以喜欢印象派的作品。但
以往的喜好和判断，毕竟是
建立在看印刷品而且还是粗
糙印刷品基础上的。当这次
亲眼见到原作后，画家发现
古典主义油画的美是如此惊
人：黑白明暗对比强烈，轮
廓边线十分清晰，画质润而
不腻，视觉效果比印象派更
加强烈鲜明。于是，以往对
古典主义油画的刻板印象被
颠覆了。1982 年，靳尚谊再
次赴美国进行为时一年多的
艺术考察，在美国东、西部
各大博物馆深入观摩，进一
步理解古典主义油画的语言
和 特 性 。 通 过 这 次 考 察 研
究，靳尚谊对中西绘画的本
质不同有了直观而深刻的体
会。他认为，由于东、西方
两个民族的观看习惯不同，
导致中国绘画表现事物倾向
于平面化，以线条艺术为基
础，体现一种线造型的韵律
感和装饰美。西方绘画则是
通过明暗体积和光的虚实强
弱来塑造形体，使画面形成
一种立体、丰富、有厚重感
的抽象美。更重要的是，在
这次考察过程中靳尚谊意识
到，自己虽然从事油画创作
几十年，有一个技术问题其

实一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体积感。体积感是西方
古典主义油画中一个极为重
要的因素，画面的厚重、力
度以及层次丰富的抽象美，
都可以从体积感的塑造中体
现 出 来 。 有 了 这 个 认 识 之
后，靳尚谊准备着手在创作
中解决这一技术问题，办法
就是学习古典主义油画的技
巧，强化形体的边线处理。
至此，靳尚谊抓住了自己油
画创作中的最关键因素——
边线。对边线的关注，将一
直伴随他的创作生涯。就技
术而言，边线不仅关乎形体
的塑造，而且影响人物的情
态。有结构转折，就涉及边
线的处理，哪怕是外形线所
内 含 的 各 个 局 部 也 概 莫 能
外。而各部分的组合或关系
的塑造，同样有赖于边线的
合理穿插、配合与刻画。通
过恰当的边线处理，可以使
构图、造型、黑白、明暗等
形成一个统一整体。在美国
考察的后期，靳尚谊就已经
画了一幅肖像进行实践，把
每一条边线都刻画得清清楚
楚，饱满丰盈，毫无单调和
单 薄 之 感 。 他 感 觉 效 果 很
不错。

由美国回来后，靳尚谊
决定在即将创作的画中实践
一下自己的最新学习心得。
他想起去美国之前，曾和同
事一起赴新疆深入生活，先
后到乌鲁木齐、喀什、塔什
库尔干、塔吉克等地区采风
了一个多月，有一次正巧赶
上当地一对男女青年举行婚
礼，便采取现场素描形式，
先将新娘的身姿服饰等勾画
下来，以作为创作素材进行
储备。然而，这批创作素材
还没来得及整理，靳尚谊就
匆忙出国了。回国后，他再
次面对这一大批素材，从中
挑出了那件婚礼的写生稿进
行构思，开始创作日后为他
带来无数声誉的 《塔吉克新
娘》。

经过一段时间与西方油
画原典的零距离接触，靳尚
谊 对 古 典 主 义 油 画 意 犹 未
尽。因此，他决定借鉴古典
油画的画法和用光特点来创
作这件作品。画家设计了光
线由一侧照进来，让人物沐
浴在一半暗一半亮的强明暗

对比中，同时借助丰富层次
的光源色，精心描绘人物的
面部光线、头巾的褶皱、服
装的饱和度和饰物的色调变
化，尽量摒弃琐碎多余的部
分，使复杂的颜色与体积空
间 从 深 沉 的 背 景 中 凸 显 出
来。最终，画家用笔尖追溯
边线的起伏变化，强调形与
形之间的穿插和递进关系，
突出形体的塑造感，使画面
的构图、造型、黑白、明暗
形成单纯而丰富、强烈且和
谐的整体视觉效果，具象写
实中透现出一种抽象美感。

开启“新古典主义”

不难发现，《塔吉克新
娘》 其实是一件带有实验性
质的作品。画家最初的创作
目的也很单纯，就是实践一
下刚刚学到的西方古典主义
油画中的强明暗体系如何表
现。即使现在看来，这件作
品也有很明显的欧洲古典主
义油画痕迹。比如塔吉克新
娘人物的神态、光影和构图
方式，甚至画面中的沉静感
与神圣感，也能清晰地感受
到 欧 洲 古 典 主 义 油 画 的 影
响。虽然靳尚谊始终尊重油
画的“外来性”，并且在摸索
中国情调的油画过程中不断
地回欧洲油画本源，但他也
对自己的作品始终摆脱不了
欧洲油画的影子心有戚戚，

所以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重
视民族因素和个人因素的融
入，力求找到一个既不属于
传 统 中 国 也 不 属 于 传 统 西
欧，却能交融欧洲古典精髓
和 中 国 传 统 精 神 的 语 言 模
式。但这是后话，这里就不
赘述了。

《塔吉克新娘》诞生后所
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画
家的预期。当时评论界给这
幅作品冠以“新古典主义”
的名号，认为它标志着中国
油画界“新古典主义”的开
启。然而，靳尚谊采用古典
主义风格，绝不是经过深思
熟虑决意要为中国油画开创
古典之风，而只是为了解决
油画中很基本的体积问题，
达到西方造型体系的审美要
求。比如西方古典主义油画
表现明暗体积的形式多为侧
光和顶光，很少用平光，所
以画家就参照了一些照片构
思并设计了人物的动作和光
线 ， 用 侧 光 来 体 现 人 物 造
型。不过，这恰恰是艺术史
的魅力所在——一个为了解
决自己艺术前进之路上某些
具体问题而采取的最常见、
最自然的行为，却机缘巧合
地成就了艺术史上的重要作
品。事实上，根据靳尚谊的
观点，油画被中国画家普遍
接受并进行创作，不过百余
年时间。虽然明代时油画就
已经传入中国，清代广州等
地也有专门从事商品油画创
作的画匠，但这些都不表示
油 画 在 中 国 真 正 的 生 根 发
芽。而油画在中国本土落地
并 生 长 的 短 短 百 余 年 中 ，
影 响 最 大 的 是 “ 印 象 派 ”
风 格 以 及 后 来 苏 联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实 主 义 风 格 ， 古 典
主 义 风 格 在 中 国 油 画 创 作
领域则是空白。《塔吉克新
娘》 的 出 现 ， 客 观 上 填 补
了 中 国 油 画 风 格 史 上 的 这
个空白。

当然，也不能说古典主
义风格完全是画家无意为之
的结果。因为靳尚谊用这种
风格创作，还是有主观选择
成分的。据画家自己回忆，
这与他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心
态 有 关 。 画 家 无 法 改 变 现
实，只能寄希望于在自己的
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宁静、和
谐、崇高、纯洁的理想美，

以此来冲淡内心的苦闷。而
塔吉克新娘那纯洁动人的表
情和东方气质，恰好暗合了
画 家 的 审 美 理 想 和 人 生 理
想。就文脉逻辑和文化价值
而言，《塔吉克新娘》的古典
主义画风某种意义上也间接
地反映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影
响。创作该作品时，中国正
处于改革开放早期，人们压
抑已久的精神空间刚得到释
放，油画界面临着新旧观念
的抉择，形形色色的观念蜂
拥而出，大批油画家觉得长
期以来的创作环境和创作理
念过于保守，纷纷刻意地要
与写实风格疏离，有一些画
家甚至以近乎极端的方式来
表达个性化和多元，鼓吹全
盘西方现代化的声音甚嚣尘
上。此间，靳尚谊却出于对
油画技法的个人偏爱，用古
典绘画技法实现了对陈旧观
点和陈旧文化的批判，完成
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或者
不 妨 说 ， 靳 尚 谊 是 以 一 种

“以古开今”的方式完成中国
油 画 的 现 代 性 转 化 。 表 面
上，他采用的古典风格、样
式、技法与古人相似，但由
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
境，赋予了表达语言不同的
内涵和意义，古典主义呈现
出了一种创新的面貌。正如
油画家詹建俊的评价：“对中
国油画来说，走向古典同样
是一种开拓。”所以，靳尚谊
由纯技术趣味走向形式主义
的“新古典主义”画风，在
中国绘画的现代化进程中亦
能占有一席重地。《塔吉克新
娘》 的成功，证明了中国油
画不仅可以现代，也可以古
典。一方面，古典主义所展
示 出 的 那 种 对 理 想 美 的 向
往，不仅是画家的追求，更
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追求，助
其回归自然与美好。另一方
面 ， 古 典 主 义 所 崇 尚 的 规
则、秩序、均衡、典雅，同
样是一剂具有普遍意义的精
神良方。

“双胞胎”的故事

再说两件与作品有关的
轶事。第一件轶事，《塔吉克
新娘》 实际上是“双胞胎”
作品。

1983 年，靳尚谊创作了
两件几乎完全相同的 《塔吉
克新娘》，二者只在女子佩戴
的项链细节上有细微差别。

第一幅画面中新娘佩戴
的项链嵌有三排珠子，此画
创作完成不久便参加了当年
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作品
展”，广受好评，同年又被中
国美术馆收藏。第二幅亦完
成于1983年，与中国美术馆
所藏版本唯一的区别，是画
面中新娘佩戴的项链上嵌有
四排珠子。

2013 年中国嘉德秋季拍
卖会上，第二幅 《塔吉克新
娘》以900万元起拍，随后价
格一路攀升，经过数十分钟
的激烈争夺，最终以 8510万
元人民币成交。在创下靳尚
谊作品拍场新纪录的同时，
也创下了当时中国嘉德油画
雕塑板块 20年拍卖新高。第
二件轶事，2020 年 《塔吉克
新娘》 在中国美术馆的“美
在耕耘”辛丑新年大展上展
出，有来自新疆的观众说，
画面上的这位塔吉克新娘不
是塔吉克女孩，从眉眼特点
上看，她应该是一位维吾尔
族姑娘。此观点引起了不少
观众的兴趣和讨论，大家众
说 纷 纭 ， 各 执 己 见 。 事 实
上，无论对作者、对观众还
是对时代来说，靳尚谊先生
画的到底是塔吉克新娘还是
维 吾 尔 新 娘 并 不 重 要 ， 这
位 女 孩 身 上 所 蕴 藏 的 纯
净 、 曼 妙 、 静 谧 、 美 好 、
圣 洁 ， 早 已 超 越 了 民 族 而
直 抵 人 性 本 身 ， 因 此 拥 有
了 不 朽 的 艺 术 价 值 和 永 恒
的经典魅力。

（作者朱剑系副教授，东
南大学出站博士后，中国艺
术研究院出站博士后，硕士
研究生导师，现任职于中国
美术馆。）

永远的《塔吉克新娘》
朱剑

2021 年 8 月，在
全国政协书画室和中
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

“ 同 心 协 力 写 丹 青
——中国美术馆藏书
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
术作品展”上，有一
幅陈列于 1 号圆厅醒
目位置的 《塔吉克新
娘》，是此展览最具
吸引力的作品之一。
其作者是第八、九、
十、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常委，著名油
画家靳尚谊。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
律羽之墓出土辽代鎏金高士图银杯
目前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院。此杯共有 7面，口沿、圈足、器
腹均以凸起的联珠纹作边框，口沿
下外侧錾饰一周对鸟衔花纹，器腹7
面錾饰 7 个闲逸的高士，均头戴花
冠，身着宽袖长袍，有抚琴、看书、书
写、举杯、闲坐等，形态各异。人物背
饰柳枝，鱼子纹地。腹底刻一周草叶
纹，圈足刻山形纹。

这种带柄杯与粟特银杯的器形非
常接近，也是唐代金银器中常见的器
形。耶律羽之墓的这件银杯特殊之处
在于七棱杯体和柄缺失，有异于粟特
常见的八棱杯体和完整的环柄。杯体
七面体内各錾一位高士，如果确为中
国传统的竹林七贤题材，那么，这只银
杯则是契丹工匠为了安排 7 位高士
形象，而对粟特器形的改良。

如今，这只银杯正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
物菁华展”中展览，与之一同呈现的还
有240余件/套展品，呈现内蒙古地区
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
和升华的历史脉络，展现中华多元一
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内
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
治区文物局联合主办，内蒙古博物院
承办，是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又一大型
文物精品展。据了解，内蒙古博物院
与国家博物馆合作在国博举办展览，
还要追溯到 2002 年联合举办“契丹
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展”，
此次展览也是两者时隔近20年后的
再度合作。

此次展览分为“农牧结合的早期
形态”“长城的修建与民族交融”“长城
沿线多元文化的交融”3个单元，其中
包括“许季姜”青铜簋、“上郡守寿”铜
戈、“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殡葬农作
图，以及陈国公主墓、元上都遗址出土
的精品文物，还有国家博物馆馆藏的
与之相关的文物精品，如“九边图屏”，
以及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村驸马赠卫
国王墓出土的相关器物，系统展示几
千年来长城地带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
碰撞、融合升华的历史与特色文化。

一般来讲，长城以北宜牧，长城以
南适农。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不仅是自
然与生态环境使然，也是不同族群与
文化在此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夏商时
期开始，农耕与畜牧业区域的变化，使
长城地带文化的多元性日益凸显出
来。在“农牧结合的早期形态”展览部
分中，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土商代龙

首青铜匕形器即为展现夏商周时期所谓
“长城地区”农牧结合早期形态的重要物
证。据了解，龙首、蛇首、羚首、羊首或鹿
首匕形器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非常有特
色的一种器皿。由于其刃部并不锋利，有
的还很钝笨，显然不适宜日常生活中的
切割、穿刺，这类器物应该是在特殊场合
下使用的，类似匙、叉类功用的器具。

在“长城的修建与民族交融”展览部
分中，主要体现战国至隋唐时期长城地
带的民族交流和融合。其中，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战国虎豕咬斗纹金
带饰很可能就是班固《与窦将军笺》所称
的“犀毗金头带”之“金头”，也通称为“带
头”。牌饰正面周边錾刻绳索纹框，框内
为凸起的猛虎与野猪争斗撕咬图案。背
面有半圆形钮两个，上有粗麻布印痕。两
件牌饰图案相同，背面边缘处均有刻划
文字。有孔的这件，背面的左、右两端的
边缘处，竖向直行“一斤二两廿朱少半”

“故寺豕虎三”。“豕虎”显然是表示金牌
饰的图案内容，“故寺”可能与制作器物
的官府有关,“三”是器物编号，“一斤二
两廿朱少半”是记重。另一件饰牌背面紧
靠左端边缘处，竖向直行“一斤五两四朱
少半”，实际重量330克。牌饰上的衡制
单位和刻字作风皆受秦国的影响,无疑
与秦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长城沿线多元文化的交融”
展览部分主要讲述了宋辽金元到明清时
期长城沿线各民族的融合。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九边图》屏共十
二幅，屏风正面为绢本，粘贴于十二块木
板之上，画面整体采用写实的青绿重彩
山水的画法绘简略地图。东起辽东半岛
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其间边陲要地称

“镇”者共九个，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
宣府镇、大同镇、榆林镇、宁夏镇、甘肃
镇、太原镇、固原镇，故名“九边图”。图中
还详细绘出九边之内外的城镇关堡、蒙
古营帐、山川河流等地理内容，主要城镇
之间，标有距离里数。在第十一幅上部有
题款为“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职方清吏司
主事灵宝许论识”的墨书序文，它所摹绘
的原本是成书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
年）、许论所著的《九边图论》。屏风背面
粘贴纸本行书《后赤壁赋》全文，落款“隆
庆三年春三月之吉，赐武进士第京营练
勇参将，古燕养静山人郭全仁书”，后钤
两枚小方印。

明王朝在北部边疆设置九个军事重
镇，这就是九边防御体制。九边各镇设有
镇守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
备、千总、把总等官，无固定品级、无定
员。九边各镇驻有重兵。常驻兵称主兵，
额设60万左右；此外还有临时调集的军
队，数量相当可观。

内蒙古精品文物呈现
“长城内外皆故乡”

本报记者 付裕

明《南溪草堂图》卷为文伯仁所
作，画面钤“五峰”“文伯仁”“画
隐”“五峰山人”。根据卷后王穉登所
撰《重建南溪草堂记》可知，此图描
绘的是江南望族顾氏的庄园“南溪草
堂”重修后的景致。

在明代吴门地区绘画中，以室
名、别号为题材或描绘文人、官宦所
居处作品为数众多，此图即为文伯仁
所作描绘“南溪草堂”的画面。

画中建筑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

安宁和谐。水道蜿蜒纵横，竹林丛树、
渔舟小桥、草堂庙宇等散布杂错，展现
了江南文人优雅闲适的耕读生活。同
时，较一般江南园林的文雅精致不同，
此图点染兼用、间或双勾，以干笔勾
勒、皴染平坡土石，展现了田园野趣，
别具特色。

全图笔墨清劲，富于层次感，风格
柔和明秀，曾著录于汪士元《麓云楼书
画论略》，代表了文伯仁晚年的典型艺
术风貌。

明《南溪草堂图》卷

作为一种打击乐器，拍板常用
檀木制作，又被称为“檀板”，常
用于戏曲伴奏中，为点拍之用，常
与单皮合用，掌乐者一手击鼓、一
手执板。

故宫博物院藏紫檀木拍板由三
块紫檀木板组成，前面两块一组，
后面为单块木板，中间起脊凸起，
以绒绳穿系在一起。在演奏时，演
员常左手持后块，使其下端凸起部
分撞击前两块板背面发声。

紫檀木拍板

油画《塔吉克新娘》

靳尚谊

本报讯（记者 付裕）近日，由国务
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国家
博物馆共同主办的“承先启新——中央
文史研究馆建馆70周年书画展”开展。
展览展出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以来
各个历史阶段馆员书画艺术最高水准
的画作，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正向观众
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面貌。

齐白石的桃，陈半丁的牡丹梅花，
刘奎龄的孔雀，萧龙士的墨荷，刘子久
的牡丹鸳鸯，溥雪斋的兰草，梁崎的
鹰，陈白一的工笔仕女，吴一峰、陆俨
少、黄叶村、刘知白的山水和叶恭绰、
章士钊、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张伯
驹、吴玉如、启功等文化名流的墨宝，
参展作品无论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度，
还是画种、书体、风格、水平，都创下文
史研究馆馆员书画家群展之最。

此外，这次展览还包括李苦禅、王
雪涛、傅抱石、蒋兆和、李可染、叶浅
予、陈少梅、黄永玉等文史研究馆以外
的书画大家的作品，他们与文史研究
馆有着许多密切关系，和馆员或为师
生，或有传承。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同志亲
自倡议下，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设立文史研究馆，周恩来同志亲自选
定北海静心斋作为馆址。符定一任第一
任馆长，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任副馆
长，首聘馆员26人。其后，章士钊、杨东
莼、叶圣陶、萧乾、启功、袁行霈先后担任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共有321位“德、
才、望”兼备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被聘为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馆员在文史研究
馆的组织下，开展文史研究、艺术创作、
统战联谊等活动，推动国家文化建设，巩
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的
积极作用。

据了解，此次展览本着以齿为序的
原则，分大家之风、馆员遗墨、墨颂九如、
丹青共美四个版块，分别展出馆内外书
画大家、已故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任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地方文史研究馆
馆员和馆外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书法的
楷隶行草篆各体，国画的人物、山水、花
鸟，乃至版画、油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
无论巨制还是小品，都各得其妙，带给观
众美好的艺术享受。

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
70周年书画展在京开幕

清代清代，，紫檀木拍板紫檀木拍板，，故宫博物院藏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