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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推出“长安精神”系列展，旨在传承长安文化精神，呼唤精品力作，使陕西美术以全新的高度

和独特的风貌走向全国。在展览现场，众多艺术家、评论家共同解读展览内容，分析了“长安精神”
的深刻内涵与继承、发展现状。

这次陕西中青年艺术家带着创
作成果来到济南，接受山东人民的
检阅，向山东艺术家学习，成为了陕
西、山东两省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
此次活动是陕西美术家协会强化精
品意识、集群意识、责任意识，加强队
伍建设所推出的一项重要活动，60多
位参展者是近年来活跃在陕西画坛
上的一批优秀中青年艺术家，也是
陕西国画创作团队的中坚力量。在
新的历史时期、多元文化语境下，
他们对当代生活不同体验表现出
了多彩的风格特征，也代表了当代
陕西美术蓬勃向上的发展新局面，
我们期望通过这样一个展览，能够
与山东艺术界深层次互动，增强艺
术家的文化责任感和自觉意识，激

励两地艺术家潜心治学，努力创
作，拿出更多优秀作品。

在本次展览中，我们可以看
到，艺术家在个人面貌、年龄段方
面拉开了一定距离。陕西是文化沃
土，而长安画派更对中国美术发展
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中青年画家
沿着老一辈的脚步走来。与老一辈
艺术家石鲁、赵望云相比，这批中
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更加多元化，更
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他们继承了
长安画派优良传统，同时又在社会
责任感、现实生活、笔墨传统、地域
特色方面深化了长安画派的思想，
更注重对当代生活的挖掘，从不同
审美中发掘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呈
现出多彩的才情风貌、现代性和传

承性。
我认为，“长安精神”是一个新

的文化理念，它包含了四个方面的
内容。首先，我们要明确“长安”不
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这片土地上
曾有无数的历史辉煌和深厚的积
淀；此外，延安的革命文化曾经在
中国革命史中发挥过巨大的能量，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形成了美术
创作的指导性思想，影响至今；
第三，石鲁、赵望云先生等一批
艺术家通过大胆探索、革新，产
生 了 很 多 跨 时 代 的 作 品 ；而 现
在，陕西艺术家又在传统、民族
的特性中融入了时代精神，长安
精神也成为了一种继往开来的
文化旗帜。

长安精神成为继往开来的文化旗帜
王西京(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

“长安精神”这样一个特定
的冠名展览，在三年前就开始进
行展示了。当时，展览选取了以
刘文西为首的16位全国知名的

陕西艺术家，进行全国巡回展
示，引起了巨大轰动。在那个展
览进行同时，我们考虑到也要多
做一些中青年艺术家的展览，为
他们搭建交流平台，展示出长安
画派后继有人的面貌。经过两年
准备，我们终于推出了这样的一
个展览，老一辈艺术家展览走的
是“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几
站，而本次展览走的是“北京、济
南、南京、西安”几站，虽然设的

“点”不同，但却是一样的“路”。
这样的展览能把长安精神、陕西
优秀中青年作品推向全国，以此
推广新的长安画派系列风格，弘
扬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参与本
次展览的画家下到28岁，上到65
岁，作品非常多元化，是具有代
表性的陕西画家力量。

本次展览作为“提名展”，是
从四百位艺术家中进行挑选、
展示的。最初选出150位，并从
中遴选出 3 0 名进行展览，但

是，这种做法的代价是我们漏
掉了相当一部分的青年人。绘
画是一项绘画实践活动，年龄
的增长往往会促进绘画实践
经验的积累和成熟，也使他们
的作品更容易入选。所以，我
们在挑选出那些成熟的艺术
作品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正
在发展成长中的青年艺术家，
因此又把人数扩大到了60人。
提名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指定
美院与画院的入选人数，从全
省挑选出的这批画家，覆盖了
西安美院、陕西画院、西安画
院和社会创作队伍，真正做到
了靠作品说话。陕西美协近年
来特别注重“走出去”的工作，
更多的去考察国内其他地区、
甚至国外的艺术发展现状。这
个展览能让山东的朋友了解
陕西画家，我们也会邀请山东
画家来到陕西进行展览交流，
两地的互动将产生互补作用。

展览客观展示中青年艺术家创作现状
万鼎(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这个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时，就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长安
画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新中
国美术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
们所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画能不能
表现现实、如何表现现实的问题。
而现在，长安画派的第二代、第三
代如何表现现代生活，从长安精
神里面汲取什么样的营养，也成
为观众和美术界人士十分关注、

期待了解的问题。通过这个展
览，我们了解到工作、生活在陕
西的中青年画家的艺术思考。我
认为，“长安精神”四个字的主题
非常好，它概括了长安画派与黄
土画派的艺术理念，内涵更加广
泛。长安精神追溯的是汉唐文
化，是前秦两汉与唐朝在长安这
片地域上所形成的文化精神，对
文化的回溯更加深远，更加符合
中国在经济腾飞、综合实力加强
以后，提升文化发展水平的命题。
此外，如何理解深入生活、表现现
实生活，源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文
化命题，而新时期以来，国家发展
建设方面的主要变化是工业化、
城市化，我们在这次展览中，看到
画家在表达现实生活时努力进行
现代性转化，表现出三秦大地人
们的都市生活现状和心灵世界。

“陕西优秀中青年国画作品
提名展”汇集了陕西从上世纪40
年代末到80年代出生的优秀国
画家的新近之作，展示了他们如
何理解长安精神、并创造当代陕
西中国画人文形象的风采。虽然
这些画家的创作理念是多维的，
从表现形态到个性风貌也无不
呈现出多样的开放性，但仍可以

归纳为三种创作路径：一是秦地
自然与人文原生态特征的深入
挖掘与呈现，他们的作品表现了
现陕北高原乃至秦岭地区自然、
社会风貌，是对长安画派精神的
一种延伸；二是借鉴现代艺术审
美理念对于秦地原生态民俗与
生活的重新审视与发现，有一些
艺术家开始重新审视黄土高原
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力求避
开现代文明的污染，这与之前力
求表现现代工业对自然的改变
完全不同，他们回溯原生态的风
土人情，体现出纯朴的宗族、血
缘、亲情关系，这是一种再发现
和重新发掘；第三是对于古朴秦
川城市化的视觉经验与精神心
理的呈现与探索。年轻一代画家
成长在改革开放后，享受了改革
开放的物质文明并与世界接轨，
他们会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
三秦大地的风土人情，生动描写
今天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现
状，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结合。
因此，这次提名展所体现出的鲜
明特点，是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大
地上，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化；是
对现代化与传统内在联系的挖
掘，长安精神的传承也因此成为
典型的个案。

中青年艺术家描绘当代陕西人文形象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总编)

展览将加深陕西、
山东美术界感情

张志民(山东美术家协会主席)：长安精神不仅是艺术

的精神，也是社会的精神、红色革命的精神，石鲁、赵望云先生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了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鼓舞、影
响了几代人，他们的作品就像秦腔一样，震撼人心、充满力量。
近几年，王西京与一大批优秀中青年艺术家一道，继往开来，
更加关注传统与生活，涌现出更多人才。这次展览无论是策
划、组织还是人选，都能看出陕西美协付出的努力。从学术方
面来看，作品能展示出当代陕西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和方向，为
学术界研究当代陕西美术的艺术趋向、传承、创新等问题提供
了坚实而丰富的文本。这次展览将进一步加深陕西与山东美
术界的友情，让两省的艺术家在切磋交流中不断提升。

“长安精神”
更是一种文化命题

孔新苗(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
师)：长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美术面对世界传媒环境，

提供了一种文化责任和自觉。这次展览给人一种很“浓”的感
觉，既有浓重的时代感、责任意识，还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延续
了长安精神、长安画派的大脉络。此外，陕西的艺术家还有着
浓重的个性色彩。因此，我认为，长安精神更是一个文化命题，
而非简单的风格类型，它所饱含的博大汉唐文化，是我们中华
民族面向世界的重要文化底蕴，它所饱含的延安精神，成为新
时代美术创作的诉求，最后，这些文化命题演变成一种绘画气
势和风格。陕西美协系统推出省内画家形象、走出去进行广泛
交流的做法，也让我们深受启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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