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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

浅析新疆之行对司徒乔艺术风格的影响
□ 李颖怡 朱红娇

摘 要：在现当代美术史的长河中，司徒乔以现实主义之笔谱写了一段回归心灵的史诗。回顾司徒乔先生的一生，其

艺术风格也随着不同时期的心境变化着。20世纪 40年代，司徒乔踏入猎画新疆的旅程，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

热情好客的新疆人民深刻影响着司徒乔，他的艺术风格发生了转变，并为其艺术生涯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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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古以来连接着中西文明，位置虽居边缘却

不容小觑。20世纪 40年代，新疆掀起一股写生热潮，不

少内地画家到新疆写生。他们感受到了新疆的魅力，不

仅开阔了视野，也影响了他们的艺术风格，司徒乔便是

其中的一员。

用画笔服务百姓的意识自幼时便在司徒乔心中萌

芽。司徒乔虽然非科班出身，但秉承着“艺术救国”的信

念，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绘画道路。他笔下有卖艺存

身的东北父女、受尽欺压的孕妇、寄予希望的曝背者等

等，无不展现着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这也是司徒

乔一生中最珍贵的艺术特质。

从大的时代环境来讲，中西融合驱使各路学者开

始注重民族及民俗文化的传播，使得西部少数民族文

化逐渐映入艺术家的眼帘。其次，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之

际，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艺术家们也纷纷西行。

1943—1944年间，司徒乔开启了新疆写生之旅。司

徒乔是第一位进入新疆写生的内地画家，也是写生时

间最长、涉猎地区最广、创作作品最多的画家，作品种

类涉及水彩、粉画、油画、速写等。这些均为后世研究新

疆现代美术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2.2.1 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

《套马图》中游走在雪原之上的牧民与激情奔跑的

马匹，《刁羊》中激情四射的雪原汉子，《维族独舞》中轻

快热情、眉目传情的新疆舞……司徒乔用画笔记录了

一幅幅新疆特有的民风民俗。而《野餐》《节日》《新疆舞

乐师》《维吾尔族女歌手》等画作更是展现了新疆人民

载歌载舞的生活情状，传达出“歌舞之乡”的魅力。

2.2.2 流连忘返的新疆美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

下，绝美动人，司徒乔为此奇观而惊叹。正如司徒乔在

《新疆猎画记》中记载道 :“至此可谓极雪国大千之大观

……”这是为创作《天山放牧》而记载，司徒乔难掩亲历

美景时的激动之情。这幅作品展现了天山独特的美丽

雪景，犹如梦境一般，令人陶醉。在其他的风景作品中，

还有一些带有生活气息的风景描写，如《深谷人家》《河

谷》《夕阳》等。

2.2.3 真挚淳朴的新疆人民

1945年，司徒乔回重庆时，其夫人冯伊湄形容他

“紫髯齐胸，头上戴着小花帽，俨然一个新疆人”。司徒

乔热爱新疆风景，更热爱新疆人民。他的作品《维族女

教授》《哈萨克猎人》《蒙族牧民头像》《哈萨克人家》等

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新疆人民真实的生活画卷。《哈萨

克猎人》中的猎人意气风发、英姿飒爽，配以天池的优

美风光，展现出少数民族的矫健身姿。《送别》中两位客

人正向农舍主人道别，依依惜别之势暗示出新疆人民

礼仪周到、热情好客的特征。

在近两年的时间中，司徒乔先生拖着病体创作了

280余幅可观之作。在这诸多的画作之中，包含新疆美

景、风土人情、生活写照等。给观者呈现了一个多姿多

彩的新疆人文形象。司徒乔的新疆之行为现当代新疆

美术史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可谓是新疆绘画的启

蒙者与播种者。

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与自然环境为艺术家的创作

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特别是新疆有着高山、沙漠、草原、

湖泊所组成的波澜壮阔的美景，为司徒乔提供了多元

化的创作素材。到新疆之前，司徒乔的创作题材主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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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实主义，围绕人民大众展开。例如《鲁迅先生遗容》

《放下你的鞭子》《夜未央》《有所问》等等，内容上大多

表现灾难、痛苦的社会现实，充斥着对战争的控诉与对

人民的怜悯。

反观新疆之行的题材，有新疆独特的美景和热情

好客的人民。在这里，画家被新疆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

情所吸引，似乎将自己置于一个世外桃源，忘却了外界

的烦恼。大相径庭的南北文化打开了司徒乔的艺术视

野，在造化与心源的摩擦中重塑了自我，激发了他的艺

术探索之路。而少数民族魁梧的体魄、嘹亮的歌声、特

有的民族风情也为司徒乔提供了新的绘画思路。

媒介材料的选择通常会影响画家的艺术风格。在

司徒乔的新疆猎画之旅中，从绘画种类来讲，水粉与水

彩画居多，这也是司徒乔与其他来疆画家作品的差异

之处。其原因与新疆的天气有所联系。水彩画有着画面

通透的作画特性，对于写生之处的空气、光线、景观的

要求与新疆的气候刚好吻合。故司徒乔在转化这些景

象时，常以水彩为媒介来表现新疆天气的变化，迅速捕

捉大自然的空气与阳光。正如《晨装》，整个画面光感强

烈，充分利用了水彩通透的特性，尤其体现在少女梳妆

的阴影部分。

3.3.1 来疆前的绘画语言

司徒乔来新疆之前的艺术风格可总结为豪放洒

脱，以速写和油画为主。速写表现方式呈现出狂放恣肆

的特征，如《鲁迅先生遗容》，画面中的线条简洁又不失

神韵。在当时那个受尽压迫的社会中，司徒乔在画中所

运用的如刀砍出来一般的线条也许是他为人民呐喊的

一种方式。油画整体色调抑郁沉闷，表露出画家纯粹的

内心，如《放下你的鞭子》等。

3.3.2 进疆后的绘画语言

3.3.2.1 质朴率真的艺术风格

司徒乔在进疆之后，艺术风格的形成源于新疆人

民。在作画时，司徒乔将他与新疆人民之间深厚的情谊

带入到创作之中，具体到画面来说，不单纯是对原有物

象的再现，更是在与边疆人民相处之中内心真实感的

投射，例如《送别》《蒙族牧民头像》等作品。

3.3.2.2 粗犷大气的笔法特征

司徒乔的《套马图》，以迅速精准的笔触捕捉马的

动势。在描绘《天山放牧》中的群山时，运用大刀阔斧般

的长线条挥洒出磅礴自然的气势。司徒乔在这里所用

的大刀阔斧般的笔法与来疆前如刀砍出来一般的线条

是不同的，前者是抒发对美景酣畅淋漓的激动之情，而

后者则是出于对社会不满借画笔吐露心中的愤懑之情。

3.3.2.3 鲜艳丰富的画面色调

司徒乔在疆时的作品，无论是在雪原上奔跑的马

群，还是在天山饮水的耗牛群，或是早晨梳妆的维族少

女，画面色调多呈现出明亮鲜艳的特点，以《套马图》

《天山放牧》等为代表。冷艳强烈的色彩为新疆牧民谱

写了一曲浪漫激越的赞歌。

3.3.2.4 中西融合的绘画思绪

新疆之行为司徒乔的绘画语言找到了新的突破

口，即中西融合的艺术思想。其代表作《节日》通过水彩

的渲染，营造出画面的模糊感。这一手法与中国画法中

的晕染技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令热情祥和的节日氛围

跃然纸上。在一些风景画中也有运用中国画留白的画

面构成，例如《南疆蒙族的夏窝子》。司徒乔在吸收西方

绘画养分的基础之上，创作出带有东方韵味的民族性

产物，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司徒乔的新疆之行可谓是他艺术生涯中极为重要

的一站，他在这里寻找到了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进而也

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同时，司徒乔也找到了新的绘画

思路：以西方绘画技法为基础，融入传统中国画的笔

墨技法，致力于绘画的民族性改变。于当下的我们而

言，是否能够像司徒乔先生一样打破原有绘画思维的

桎梏，不再守株待兔，进行创新性融合，是应当思考的

问题。

参考文献

[1]冯伊湄.司徒乔:未完成的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岳杨.西画在新疆地区的早期传播研究（1851-1949）[D].西安:

西安美术学院,2019.

[3]吴玉宽.司徒乔油画艺术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2.

[4]刘曦林.先行者的足迹———20世纪 30至 70年代新疆题材绘

画概述[J].美术,2011(12):82.

[5]刘曦林.司徒乔与新疆[J].美术研究,2003(2):15.

[6]韩靖.20世纪 40年代“走向西部”的艺术写生热[J].西北美术,

2017(3):116.

[7]吴端涛.他的画始终宣泄着人民的心声———司徒乔艺术展完

整呈现司徒乔现实主义求索之旅[J].美术,2016(5):52.

[8]张伟.重新定义民族认同:1943-1945年司徒乔的新疆之行[J].

美术学报,2019(4):82.

（作者单位：新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