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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受古城美术文化熏陶而成长

起来的画家，王西京对少儿美术事业开

始了更具前瞻性的思考：打造少儿美术

全国示范基地，为中国少儿美术教育科

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有价值的资

讯，同时也为大西安的文化建设打造一

个国际化的品牌。于是，他凭借西安文

化资源优势和国际化大都市战略布局，

在西安举办“西安国际少儿美术节”。

2013年6月1日，中国首届西安

国际少儿美术节在西安开幕。来自国

内外上万名少年儿童登上明城墙，在

8000米的长卷上尽情作画，放飞理

想。现场气氛热烈高涨、场景宏伟壮

观。少年们手绘的8000米长卷，被认

定为“吉尼斯世界之最”，并当场获颁

证书。时隔两年，第二届西安国际少

儿美术节在大明宫遗址广场启动。

2017年，以弘扬“一带一路”理念为主

题的第三届西安国际少儿美术节在白

鹿原上再现汉唐文化的历史辉煌。伴

随着三届“美术节”的50多项活动相继

举行，各类大展、论坛、社会公益活动精

彩纷呈，成功打造了“西安国际少儿美

术节”品牌，对促进少儿美术教育作出

了突出贡献，同时对贫困地区的少年

儿童和留守儿童给予了极大的关爱。

文化先行，一带一路的“助力者”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西京说，“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我们理应有所作为。‘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的实施，需要文化的引领和支撑，

更需要文化的先行。当今世界正在经

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间的

政治冲突、文化冲突日益加剧，战争、

恐怖、难民、饥荒加之疫情的肆虐，人

类生态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这样一

个非常的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顺应

历史潮流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的智

慧、中国的价值，也是中国的立场。中

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在走向世

界舞台的中央。因此，作为一名党的文

艺工作者应该想到的是在这样一个关

乎人类命运的国家战略推进中，更需要

发挥文化的力量，而文化的引领、文化

的支撑、文化的先行应该成为我们这一

代文艺家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责任。”

早在2012年，为了开阔陕西画家

的眼界，陕西美协就开启了长安精神国

际巡展。陕西美协一改传统模式，先组

织画家出国考察交流、采风、学习、写生、

体验，让大家开阔视野、认知世界后，再

去创作世界人民熟悉的题材作品，最后

再带着这些作品去巡展。如此巡展，出

自王西京的精心策划，源于他对中国文

化走出去的深度思考。虽然改革开放

后，中国有很多美术团体和个人，也在

积极走出国门，进行艺术交流，但效果

并不理想，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

因素，就是源于中西方文化差异。

基于这样的思考，王西京亲率陕

西美术家代表团，沿丝绸之路，横跨

亚、欧、非三洲，穿越20多个国家，行

程数百万里，交流学习、考察体验，在

开阔视野、认知世界、审视自我中坚定

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在巡展过程中，

王西京发现西方观众对反映其本国特

色的丝路题材作品有强烈认同感，因为

这些作品能够贴近他们的生活，融入他

们的思想。这给画家们很大的启示，

要多表现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于

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丝路题材的作品。

长安精神国际巡展在国际上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作品赢得了西方艺术

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从2015

年起，陕西艺术作品连续跻身于西方

艺术最高殿堂——“巴黎秋季艺术沙

龙国际大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

荣誉。2018年法国秋季沙龙国际艺

术展给王西京颁发3项大奖，“法国秋

季艺术沙龙终身会员成就奖”“中法杰

出文化使者贡献奖”以及“法国巴黎荣

誉市民勋章”。其中“法国秋沙终身会

员成就奖”是中国艺术家在巴黎秋季

艺术沙龙百年历史上的唯一获得者，

引发了国际文化界的广泛关注。王西京

表示，“我们的作品能够走进西方观众

的视野，得到西方人的认同，这是一个

从观望到认同，再到折服的转变过

程。这3项奖，虽说是给我个人的，但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中国艺术的一种认

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丝路文化对外

传播的第一代拓荒者、先行者和铺路

者。愿中国艺术能进入西方公众视野

并真正融入他们的心灵，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下，让中华文化在推动人类

文明的进程中，真正实现它普惠世界的

价值，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开拓进取，文化交流的“探索者”

谈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人们常

想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王西京想到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传播，那么让

西方文化走进来也是一种传播。他萌

生一个想法，能不能把法国秋季沙龙

国际艺术展引入中国，落户西安。

王西京介绍说，“落户西安是指秋

季在巴黎展，来年春季在西安展，如此

形成一个常态。西方这么重要的展览

品牌落户西安，不仅我国人民可以在

家门口看到当代世界艺术的发展现

状，同时必将促进中西文化的深度交

流，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终于，2019

年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具有百年历

史的巴黎秋季艺术沙龙国际大展第一

次走出国门在古城西安举办。”

“‘一带一路’巴黎秋季沙龙2019

西安春季展暨对话巴黎秋季沙龙中国

画作品邀请展”在西安隆重开幕。展

出世界各国优秀艺术家的代表作品有

500多幅，东西方艺术交相辉映连通

彼此，展览非常轰动。展出结束后，在

王西京策划下，西安国际美术城将展

品全部收购，如此大手笔，震惊了国外

的艺术家们。王西京说，“这些作品具

有很强的艺术性，这是一笔文化财

富。把世界最好的作品留在中国，这

也是给后代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本次展览彰显出两国艺术家的国际视

野，对于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增强中

华民族文化自信，共筑人类精神家园

具有重要意义。愿本次艺术盛会为巩

固中法人民友谊、促进中西文化交融、

推动丝路文明传播做出贡献。”

东西方两个文化古都在相隔千年

之后的牵手，必然成为21世纪中法交

流史上一项标志性事件。王西京率领

的陕西美协，作为一个先行者，以坚定

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

当，在中国文化传播这条路上，开拓性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变法者”

王西京说：“现代哲学认为，人生

并无终极目的或终极实现。它只是一

个过程，倘若如此，我便希望自己的这

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真实的、充分的，

同时又是不断变化、更新，充满着一次

次艰辛、光辉而又复旦的！”

王西京的绘画创作有3次比较大

的变革。一是从上世纪70年代的现

实主义人物画，成为西方写实绘画改

良中国画的范本；二是新世纪之后的

古典写意人物，以线条为核心的历史人

物和仕女画，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人画

的创新；三是2003年至今创作的一批

跨越东西方文化界限的写实与写意融

合的绘画。王西京以国际的视野融合

中西，超越界限，以当代水墨关注苍生，

这是对中国画在国际语境下的新探

索，是一次再出发、再变革、再创新。

2020年 12月，由西安美术馆主

办的“无界——王西京2020水墨艺术

展”在西安美术馆隆重开幕，震惊了美

术界，引发热议，业界称之为王西京的

晚年“变法”。作为成名已久、年逾古稀

的水墨大家，王西京这次展出的50幅水

墨新作却似乎在说，“我不是王西京”，

至少不是“过去的那个王西京”。

这50幅作品50种表现形式，描

绘的人物有非洲的、欧洲的、中东的，

还有我国西藏的。在这些作品中，王

西京用中西合璧的绘画技法和真挚的

人文情感，去表现全球化时代下的人

类情感。透过作品，便能感觉到王西

京所投入感情的炙热。如作品《家园》

表现了战争所带来的流离失所、家破

人亡的苦难。画面中，一位叙利亚妇

人在废墟中双手合十祈祷和平，使得

画面充满一种不忍和人性的关怀；《水

屋》《取水之路》用传统笔墨绘就的光

影呈现出非洲儿童日常生活、居住环

境背后的生存困境；《盼归》中老人无

助落寞的眼神，《东非酋长》威严且坚

毅，显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命精神，《塔

吉克新娘》脸上略带羞赧的喜悦等。

这些作品不仅是全球剧变背景下以历

史视角观照当下的艺术创新，亦是

王西京以融合东西的水墨艺术，从“人

类命运共同体”角度来凝思诸多全球

性问题的记录。业内认为，王西京的

晚年“变法”，实际是在游历各国后更

加开放和包容的思想转变，这既是一

种文化关怀，也是一种文化拥抱。

谈及未来的规划，王西京说，“对

于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人来说，都会

有一种生命的紧迫感。而在此时，创

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彰显这个时代的

文化价值，怎样再次突破自我实现学

术性和思想性的双重超越，是我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艺术家创作理念的确

立，离不开一个时代的大潮和他的文

化立场。我们这一代文艺家唯有以人

民的需要、人类的诉求为己任，弘扬我

们民族优秀的文化，重塑中华民族的

文化精神，创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社会主义文化，进而构筑人类命运的

共同理想，以无界的艺术去观照世界、

同济天下。基于此，我想创作一幅主

题长卷《何以为安——世纪难民潮系

列》，以流亡的难民为原型。因为战争

带来的灾难，伊拉克、叙利亚等有大量

的平民流离失所，失去家园和生命。

我亲眼目睹那些难民的生存困境，那

些孩子们眼中对生命、对和平的渴

望。我想通过艺术处理，可以让不同

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能感受到和平

的力量，能够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理念的伟大，感受中国文化普惠

世界的强大力量。我想通过几年时

间，把它打造成一个时代精品，也是对

人民、对国家最好的一个回报。”

做为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王西京不仅关注民族文化艺术的复

兴，还始终关注现实生活。多年来，致

力于为公益事业、残疾事业、灾害救援

事业、希望工程组织捐款、捐物、捐画，

举行义卖，为社会奉献爱心、捐画捐款

总价值远超数千余万元。不久前西安

疫情封城时，他马上捐款100万元，专

款用于安置滞留在西安的农民工兄弟

的生活。当笔者想请他具体谈谈公益

事情，王西京摆摆手不愿多言，他说，

“人民是我们创作的源泉，是我们的衣

食父母。人应该知道感恩，当我们可以为

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点事情的时候，

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一种良知。”

后记 王西京，一位投身艺术事

业多年的老艺术家，仍以蓬勃的创造

力奋斗在新的征程上。在中国文化守

正、创新、发展上，在对外文化的传播、

交流上探索新路径，对文化产业的促

进创新了新模式；在文化传承、青少年

的培养上，他建言献策、身体力行；在

中国画艺术的发展上，跨越了东西方

的界限，开拓了新视野。

王西京几十年坚守一名党员的初心

使命、艺术家的良知与责任，服务时代，

关注现实和民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于艺

术事业、社会活动、公益慈善、文化创意

产业等多领域的工作，他的身上镌刻着

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与家国情怀。

以天下情怀关注人类命运的艺术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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