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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湛蓝的天空上，飞机划出白色的尾迹，形
如宏大的拱门，引得赶集的藏族群众仰头眺望……
油画 《看飞机》 用古典写实技法，定格了古老游牧
传统同现代生活方式不期而遇的惊鸿一瞬，传递出
西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拍摄于2014年3月26日的摄影作品《生日》，展
现了西藏山南地区岗堆乡中心小学的同学们和 64岁
的老阿妈卓玛拉姆一起吃蛋糕，载歌载舞迎接两天
后“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场景。只见老阿
妈正伸手向孩子脸上抹蛋糕，一老一少笑容明媚，
画面后方“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横幅尤为醒目。

近日，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美协、中国摄协
和西藏文联共同承办的“雪域新篇——庆祝西藏和
平解放 70 周年美术摄影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
行。展览通过 86件美术和摄影作品，以新世纪创作
的西藏题材精品力作为主，展现了西藏的大美风
光、人文风貌和时代风尚，并以新旧对比的形式再
现了新时代西藏的发展进步。

伴随着具有浓郁藏族风情的音乐，展览的帷幕
徐徐拉开：展厅一侧陈列的是美术作品，另一侧则
为摄影作品，展厅中央的3件雕塑增加了展览的立体
感。丹青影像，交相辉映。在每件作品的标签上，
都有详细的作品解读和背景介绍，让观众可以深入
感受艺术魅力，进而更加了解西藏的发展变化。

青藏高原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和极富特色的风
土人情，无不令人向往，为中国美术家提供了取之
不竭的灵感富矿和无比广阔的想象空间。自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以来，西藏主题一直是美术家们热衷的
创作题材，从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西藏主
题也成为当代中国美术的重要母题之一。

这次展览有 40件美术作品，荟萃了老中青美术
家们在西藏题材上的艺术探索，其中既有李焕民等
已故老艺术家的重要遗作，也有新一代中青年领军
人物自信时尚的艺术创新，包括新文艺群体美术家
也投入其中，为展现新西藏积极创作，还可欣赏到
出自多位藏族美术家笔下、融合传统和当代的新兴
艺术造型样式，令人耳目一新，藉以窥见近年来西
藏主题美术创作的基本面貌。

展厅里，雕塑家盛扬的作品 《卓玛》 引人驻
足。作品运用浓郁的装饰风格，刻画了一位藏族少

女的形象——发辫精致，神情恬
静，富有神韵。90 岁的盛扬告诉
记者，他希望表现出的藏族人物
形象，既有喜马拉雅山坚强、刚
毅 的 品 格 ， 又 有 朝 气 蓬 勃 的 新
生气息。因此，他以一个非常普
遍 的 西 藏 女 性 名 字 —— 卓 玛 为
题，并选用石头作为材料，让该
形象不指代具体的某个人，而是
力求表现出藏族人民整体的精神
气质。

画家韩书力 2020 年创作的中
国画 《唐古拉山下》，描绘了他第
一次走过唐古拉山口时，藏族同
胞 看 待 来 客 那 友 善 、 纯 真 的 眼
神。当年，这个画面给韩书力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躬耕西
藏美术事业 40 余年后，他将这份
感动化诸笔端，流淌在画布上，
也流淌到观众心里。

“我先后多次去过西藏地区，创作了十几幅西藏
主题的作品。”画家孙景波说。这次，他带来的油画
作品 《大山谷》 有着浓烈的色彩：褐色山峦和青色
天幕显得清冷神秘，牧人与羊群则平添了生机。夕
阳把两位牧人的身影拉得长长的，在画面上形成了
如音乐般的律动感，让人体味到人与自然亘古一体
的诗意。

中国美协分党组副书记陶勤认为：“中国美术家
通过对西藏自然人文风情持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促进了中国美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
型。西藏题材的创作创新，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
演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审美动力，也为中华文化增添
了一份宝贵财富。”

在摄影作品展区，一幅幅照片见证了 70年来西
藏发生的人间奇迹。其中既有珍藏的老照片，也有
近些年摄影家们深入高原、聚焦群众、展现今日西
藏的新照片。在这些镜头里，美丽的村寨掩映在青
山绿水之中，欢乐的笑脸洋溢在美好的生活里。

几组新旧对比作品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例
如，一组照片展现了西藏信息化建设成果：左边的

黑白照片 《其乐融融》 拍摄于 1978年，强巴群宗一
家祖孙三代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眼里充满了
新奇和兴奋；右边的彩色照片 《信息化走进千家万
户》 则拍摄于 2016年，画面中，西藏年轻人熟练操
作电脑，正在学习藏文古籍知识。

《毕业了！》 拍摄于 2010 年 6月 22日，当天，西
藏大学医学院 2005级预防医学本科毕业生在布达拉
宫广场合影，将学位帽抛向天空。蓝天白云下，他
们的笑容无比灿烂。

《藏族群众与火车头合影》定格了2005年青藏铁
路建设工地上的一幕：一群藏族群众簇拥在火车头
前，对着镜头微笑挥手致意。该作品的作者是摄影
家车刚。他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西藏题
材的摄影工作。车刚说，希望能够继续用镜头讲好
西藏故事。

中国摄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郑更生表
示，摄影记录时代、反映现实，中国摄协将继续用
摄影这种无国界的语言向世界展示美丽西藏，也将
进一步团结广大摄影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更好肩负起为时代存照、为人民画像的使命与责任。

白雪石 （1915—2011 年） 是中国
现当代美术史上的重要画家。他山
水、花鸟、人物皆精，是一位多面
手，作品甚丰，深受喜爱。他的青绿
山水画令人赞叹。

研究者说，白雪石的青绿表现了
新时代的气象。那么“新”在哪里？

在中国画历史上，青绿山水在唐
宋时期一度辉煌，宋元以后，文人水
墨画渐成主流。如何从明清山水画的
笔墨程式中摆脱出来，成为 20 世纪画
家努力的方向之一，色彩的寻求便是
其中一项内容。因此，重拾青绿山水
成为时代课题之一。

有一批人在努力重拾青绿山水，
譬如张大千、贺天健、何海霞、陆俨
少等，也包括张大千的再传弟子——
白雪石。白雪石深富传统功力，却没
有传统的负累，他正向地汲取古代青
绿山水的优长和文人画的积极意象，
形成自己独特的绘画面貌。

白雪石取唐宋青绿大山大水的构
图，却未取唐法的空勾无皴，而特别
注重宋画的雄健苍劲与细笔入胜，以
及宋元成熟的皴法，如大小斧披皴、
披麻皴，还融入古代画家常用的点苔
的点法，形成他特有的点皴法。在使
用重彩矿物质颜料时，白雪石去掉了
唐宋青绿浓艳的宫廷气和明清青绿的
民间气，多了几分文人画的儒雅，却
没有文人画的萧瑟隐遁，有着洒脱洗
练之感。

青绿山水脱胎于印度佛画，印度
佛画中的色彩具有“情味”的象征。
中国的青绿山水色彩形式，是中国五
行色对佛教美术色彩的整合、共鸣、
过滤和消化吸收，既保留了佛画的图
式符号，又形成了中国的美学韵味、意涵和程式化准则。可
见，中国青绿山水的色彩不是写实主义的固有色，不是佛画中
的“情味”象征，也不是主观的色彩抒情，而是具有强烈的概
括色特点，“繁彩寡情”，理性、克制，重程式化、装饰性。青
绿山水重视的是色彩的符号性功能，运用原色，强调纯度和明
度，强调主色调，使用少量对补色，“平涂”饱满的大面积色
彩，同时，画面还注重同一色相中的明度对比，以形成色阶而
富有节奏。

这些特点，在白雪石的青绿山水作品中可以真切地感受
到。譬如，以石青为主色调、以高远构图为主调式的 《江边泊
舟》；以深远俯瞰、以石青赭石为主的 《长江三峡》，尤以石
绿点醒突出，墨韵色章，使原本风高湍急的三峡水变得柔曼无
边……可见，白雪石学得了古代青绿色彩的正宗，也有自己的
创造。

中国的五行色中，青为首。在古代青绿画中，石青的分量
重于石绿。白雪石虽不舍石青，却特别钟情于石绿。他的扇面
作品 《无题》 中，青绿山头与清代画家任熊的 《万笏朝天》 相
像，任熊的色调以石青、石绿相间，且以石青为重，白雪石则
换成了单纯的石绿为主的色调，鲜活润泽，不惟仿古，且融入
西画焦点透视，扇面横向打开，又纵向层层推进，小小尺幅，
纳万千重山。

在石绿中，白雪石尤其喜欢二绿。他的《穿岩秀色》《云升
幽谷》《雨后漓江万树春》《桂楫轻舟下粤关》 等画作以二绿点
山、点树、点水，顿生柔嫩生机，分外新鲜美丽，又因矿物质
用色，亦不轻飘。

此外，白雪石也有以对补色或单一色为主色调的作品。如
《万山红遍》，画家在近景、中景的树林山石上使用饱满浓度的
朱砂、朱磦，远山则用降下浓度的曙红，即在同一色相中以不
同明度的对比形成色阶，让高亢明亮的红色渐行渐淡。画家无
论用对补色，或是其中的单一色，都绝不生硬刺眼。他有时会
在使用重彩矿物质颜料时加点墨，有时加点赭石或曙红，或透
明性较高的水彩颜料，因而是复色，因此呈现出润泽雅致、清
新秀丽、俊逸暖意的风格。

白雪石这样的用色突破，使青绿色彩的理性、冷静的概括
性，向抒情表现性迈进了一步。这种抒情性使其画作透露出生
命的活力和蔚然如歌的诗意并提示观者：画家有半个多世纪生
活在新中国，故不是萧瑟隐遁，而是热情拥抱生活，走进自
然，放歌时代。白雪石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了许多新农
村画。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多次前往广西桂林，沿漓江两岸
写生，创作了大量青绿山水作品，诠释传统又创造出新，形成
了自己的绘画风貌。

白雪石的画作热情地表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风貌，体现
出画家个人诠释世界的哲学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蕴。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 烟雨漓江 （中国画） 白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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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世纪·浪潮——2020海花岛国际艺术邀请展”日
前在海南省海花岛开幕，来自中国、希腊、法国等 24 个国家、
95 位艺术家的 176 件 （套） 作品在海花岛博物馆展出。本次展
览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等主办，由中央美术学院提供学术支
持，沿用“2020”，以纪念极不平凡的2020年。

展览主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认为，
展览以“世纪”和“浪潮”作为两大学术讨论指向，从“文明
之维”“全景世界”“人工再造”“时间文本”“微观叙事”“未来
触觉”6个方向审视和回应现实问题，寻觅未来浪潮的踪迹。

海花岛国际艺术邀请展开幕海花岛国际艺术邀请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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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赖睿）“以雕塑的名义——
讲述太阳下的幸福生活”展览在中国政协
文史馆展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广
州雕塑院院长许鸿飞携百件作品向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展览分为 8 个主题区，包括许鸿飞代
表性的“肥女”系列作品、革命主题作品
和抗疫系列作品。《不忘初心》《彭湃》《东
江纵队》 等作品，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和 使 命 ；《山 高 人 为 峰》《我 们 在 你 身
边》《火神山建设者》《白天黑夜》 等作
品，则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情景。

作为许鸿飞的艺术标签，千姿百态的

“肥女”也是展览的主角。“肥女”们或立
或卧，或踩单车，或驾驶电动车，或者演
奏音乐，或与儿童玩耍，或踢足球，或斗
牛，或一起演奏时代乐章……她们健康快
乐，诙谐幽默又充满自信，是新时代美好
生活的写照。

许鸿飞以美为媒。自 2013 年开启的
“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至今已经到过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雕塑作品被各大美
术馆、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建立起不同文
化之间沟通的桥梁。

2020 年开启的“许鸿飞雕塑百村展”，
用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已经在广东省
连樟村、海南省南强村等全国 10 多个乡村
展出，为美丽乡村增添人文气质，促进当
地文旅产业发展。

以雕塑讲述幸福生活

▲ 卓玛 （雕塑） 盛扬

▲ 看飞机 （油画） 于小冬

▲ 坐上火车去北京 姚海全摄

▲ 金色青稞 （中国画） 于文江

本报电（李标） 作为第一部有关徐悲鸿艺术的全集，《徐悲鸿
全集》日前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出版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

《徐悲鸿全集》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
迪安和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之子徐庆平担纲总主编，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入编作品以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以及国内
外博物馆、美术馆、高等院校等公立机构所藏作品为主体，并甄
选部分私人收藏作品编纂而成。

范迪安认为，《徐悲鸿全集》 有“三大特点：一是立足于
“全”，结构上首次采用六卷合集的体例，从绘画、书法、理论研
究等方面汇集作品与学术成果，力求全面反映徐悲鸿的艺术成就
与学术贡献；二是立足于“精”，体现在作品的选择以真为要，编
辑设计及出版过程始终把握精品意识；三是立足于“研”，编入徐
悲鸿研究的最新成果，将徐悲鸿在不同领域的贡献纳入到20世纪
中国美术的文化全局中进行认识与研究。

徐庆平讲述了父亲徐悲鸿的生活细节和艺术创作中的生动故
事。他表示，全集容纳的材料丰富，涵盖范围广泛，其中补充收
录了徐悲鸿收集的碑帖、徐悲鸿的诗文与信札，并集中呈现了徐
悲鸿的书法作品。徐庆平感言，徐悲鸿在去世60多年后，能得到
大家如此喜爱，并将他的作品予以细致整理与推广，这是对他最
大的尊重和爱护。

《徐悲鸿全集》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