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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书协、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中
信出版集团主办，中国书协中直分会、北京水墨情怀
书画院、和平世界书画院承办的“爱国爱教护国利民·
张飙书十一世班禅大师文语摘句书法展”在京举办，
张飙新著《十一世班禅·走向世界》同期首发。张飙专
门从十一世班禅历年的讲话文稿中，摘出99句，写成
书法作品。

近10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张飙有机会近距
离接触班禅大师，亲身感受到了他对党和国家的热
爱，对爱国爱教历史责任的担当；也感受到了班禅大
师的智慧，对人的亲和、对佛教的深刻理解，以及对
世界的关怀。张飙表示，无论是举办此次展览，还是
撰写《十一世班禅·走向世界》一书，都是为了真实记
录班禅大师的言行，让人们真正了解班禅大师，让他
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海味儿”十足

素雅的展厅里，色彩斑斓的渔民画尤为抢眼。大大小小的
画作挂满了三个展厅，讲述着不同的海岛故事。在 《龙王的
梦》 里能看到渔民的龙王崇拜；《捕鲨》 中能感受渔民与鲨鱼
搏斗的瞬间，《迎亲》则展示了海岛民众的质朴生活。这80幅
作品创作于不同的年代，有 1983 年就完成的画作，也有 2014
年新创作的作品。这是自1987年以来，舟山渔民画第二次来到
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舟山渔民画渊源于海，蕴藉于海，发展于海，内容多为描
绘渔民生产劳动场景、海边风俗和海岛民间传说。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渔民对大海的深情和农民对大地
一样。渔民画家们热爱自己的海岛，热爱自己的劳动和生活。
他们依照自己熟悉的环境和生活，在创作中进行联想，用形象
的思维来表达朴素的思想情感。他们从客观事物的真实形象出
发，进行大胆的创意和夸张，立意奇特，想象丰富，用画笔流
露着自己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和对大海的深情眷恋。

这些充满大海气息的艺术作品，散发着浓郁的“海腥
味”，无一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

民间与现代的结合

舟山渔民画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作画时的随意性。自
由尽情挥洒，直抒胸臆。这与传统中国绘画灵魂“写意精神”
自然契合，还暗合着西方现代绘画中“热抽象”的某些特点，
如康定斯基画里的音乐旋律感。

舟山渔民画辅导者、开拓者之一王飚说：“许多人把舟山
渔民画称作‘东方的马蒂斯’。可我们回答：我们就是我们。
我们带着艺术的自信和对生活的热爱，不囿于农民画的旧有程
式，在寻求民间与现代结合中达到与众不同。”

定位于“现代民间绘画”，舟山渔民画从一开始就把传统
民间的审美趋向作为传承点。“民间”一词除了审美的民间意
义外，还有艺术产生于民间的过程意义，普通劳动者创造艺术
的特殊意义。这些渔民画产生于民间的劳动群众，有着民间艺
术的原始审美特质，更带有民间艺术的现代审美特质。它不仅
没有脱离现代民间绘画，还拓展了人们对现代民间绘画的认
识，开辟了新的发展思路。

尝试市场开发

在展厅中，除了色彩绚丽的渔民画，一些小物件也吸引了
不少参观者的目光。印有鱼骨图案的黑白包袋，用老船木制成
的文房雅器，还有染印上渔民画的装饰丝巾……这些衍生品加
上了渔民画的元素，显得格外别致。

“画作往往是单幅的，但是这些东西不一样，可以做成很
多产品进行分享，让大家都能拥有，都能欣赏到。”本次画展
共有四个厅，其中一个展厅被用于渔民画衍生品的展览与售
卖，舟山市艺术品衍生研发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28 年前，舟山渔民画带着它丰富的色彩与质朴的笔触展
现在人们面前；如今，舟山渔民画在绘画艺术之外又衍生了
一系列新的工艺品，给这一艺术增色，成为渔民画的延伸。

南唐人物画常取材于宫廷贵族活动。周文
矩的 《重屏会棋图》 用写实性画法，记录了南
唐中主李璟与兄弟对弈的日常生活场面。

画面右侧站立一侍从，中央棋桌有4位身份
高贵的男子围坐，神态各异，举止不同，从胡
须多寡可判定长幼。居中戴高帽者是中主李
璟，面庞丰满，细目微须，目光前视，仪态不
凡；为显示身份，画家把他画的比其他人要高
大许多。桌两旁坐有齐王李景达和江王李景
逖，二人侧身，彼此观察。右侧的二弟景达正
目视对方，用手催促指点，左侧的小弟景逖则
执子而举棋不定。中主右侧是晋王李景遂，他
亲切地将手搭在小弟肩膀上，凝视棋盘，作观
望状。

周文矩将画中人物容貌精细刻画，人物迥
异的个性也由神情、姿态得以生动展现，疏密
有致的衣纹设色简淡，格调清逸，令中主彰显
温文尔雅的儒者风范。身为五代南唐翰林画院
待诏，周文矩长于人物画创作，风格承学周昉
而更加纤细，备受后主李煜器重。

除细致的肖像描绘外，《重屏会棋图》还是
一幅反映宫内生活的纪实佳卷。画中投壶、茶
具、围棋、箱箧、榻几等众多精美器用，为研
究五代各类生活器物以及中国早期皇室行乐活
动提供了丰富资料。人物背后占据画面主体的
长方形屏风引人注目，屏风上画唐代诗人白居
易的《偶眠》诗意图，因屏风中又有屏风，故
名“重屏”。南唐时期，屏风在绘画中首次
出现，这种屏内有屏的画法更是特别。在空
间关系方面，中国画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表达
和处理方式。周文矩所创造的空间图像，在
层层叠叠的人物和景物描写中，不断推进深
度空间的视觉享受，传达古人对空间表达的
独特审美趣味。

据史籍记载，中主李璟个性从容缓和，兄
弟间相处和睦，情谊深厚，从 《重屏会棋图》
中我们可感知一二。但看似平和之象的背后，
历史上的南唐宫斗残酷又无情，画中那些外表
祥和的贵族们，内心真实世界又是怎样？身为
后人，我们无从得知。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南唐贵族活动的纪实佳卷
汪 悦

□古画品鉴

《重屏会棋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重屏会棋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飙：

书写十一世班禅文语摘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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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无与伦比的反映当代西藏风貌和人物
的画卷。圣洁的雪域高原，庄严的布达拉宫，红墙
下转经轮常转不息，牦牛群点缀在一望无际的草
原，洁白的哈达、香甜的酥油茶献给四面八方的客
人……这样的地域美景，这样的壮阔画卷，都出现
在中国书画院创作的巨幅国画《大美西藏》中。

作品日前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中心首
展，画卷以长达123米、高3米的恢宏气势将西藏的
风土人情和美丽新西藏全景式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开幕当天，上千拉萨民众观展。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海味儿”渔民画：

既是民间的，又是现代的
本报记者 赖 睿

“海味儿”渔民画：

既是民间的，又是现代的
本报记者 赖 睿

张飙书十一世班禅文语摘句 （释文：传承藏传佛
教，一靠宗教传统，二要适应社会，与时俱进地阐释宗
教教义教规。）

抢修 蔡成世

红的海，绿的屋，
蜿蜒的舞龙队伍，还有
比人还大的鱼蟹……夸
张的造型和用色，不免
让人联想到抽象派、野
兽派的作品。实际上，
这都是在中国美术馆举
行的“中国现代民间绘
画——舟山渔民画展”
的画作，全部出自浙江
舟山渔民画家之手。

舟山渔民画创作始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期，以艺术表现上的不
真实和生活细节的真
实，造型上的夸张随意
和制作上的精致形成强
烈反差，在现代民间绘
画艺术中独树一帜。

为自治区成立50周年献礼

这是一个团队集体历时4年创作的巨作。《大美西藏》巨幅
国画由中国书画院院长陈鼎坤带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书画艺
术家，突破重重困难走遍雪域高原每一个角落写生，用艺术家
的笔触记录下了美丽西藏的圣洁与庄严、雄伟与神秘。4年时
间的千锤百炼、反复修改，《大美西藏》 终于圆满收笔落章，
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大
礼。

笔者应邀从北京赴拉萨参加了这一盛展。在开展仪式上，
陈鼎坤院长在讲话时历数了《大美西藏》的七部曲：再唱山歌
给党听；古老的信仰，神圣的寺庙；祥和的环境，欢乐的气氛；永
恒的记忆——播撒智慧之光的人；圣洁的雪山，神往的土地；神
奇的天路，发展的高原；璀璨的文明，多元的文化。

其中，在《大美西藏》画作中心部分，采用浓墨重彩的笔
触，以布达拉宫为背景，全景式展现古城拉萨花团锦簇，雪
域高原焕然一新，各族人民纵情歌唱，重点描绘了习近平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 在 2011 年 7 月，率领中
央代表团参加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活动，与西藏各族人民
一起载歌载舞的欢腾、和谐场景。苍莽的原始森林、辽阔的牧
区草场、星罗棋布的 湖泊……《大美西藏》 画面以变化交错
的描绘，吸引着人们通过艺术表现去揭开西藏神秘的面纱。

创作的灵感与艰辛

这是中国书画史上一次不同凡响的创作。
2011年6月，中国书画院为完成国务院新闻办等部委交办

的《多彩中华——中国56个民族风情画卷》创作任务，由云南
昆明出发，经滇藏线进藏采风写生，在拉萨市雪莲宾馆举行创
作启动仪式。恰逢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期间，艺
术家们由此产生了创作《大美西藏》巨幅国画的灵感。

巨画需要灵魂引领画笔。《大美西藏》 确定的创作核心灵
魂是：党中央情系高原，心系西藏，与西藏各族人民心连心。
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一个和谐稳定的西
藏，民族团结的西藏，宗教和睦的西藏，民生改善的西藏，边
疆巩固的西藏，生态良好的西藏，如雪山上升起的朝阳，绽放
出耀眼的光华。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金光大道上，西藏的美丽富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
道独特风景。

创作的灵魂有了，就有了神来之笔。自2011年以来，陈鼎
坤带领创作团队，先后百余人次走进西藏，学习领教西藏文
化，感受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
的变化。其间经历过飞石、泥石流、山体滑坡、阴雨连绵、泥
泞道路、风雪交加、山高路滑等多种自然灾害和恶劣环境的考
验。整整4个寒暑，六易其稿，作品终于在今年9月完成。

《大美西藏》展现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的辉煌成就，描绘的是雪域高原壮观神奇的自然风貌，讴
歌的是藏族同胞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由农奴到主人的历史性跨
越，宣示在党中央领导下的西藏明天更加美好的壮丽画卷。

据悉，参与创作的26位画家中有汉族、纳西族、蒙古族、
满族、彝族、傣族、侗族等民族，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见证，
贾宪悟、常发庭、张金玉、张胤蓉、熊式辉、黎友兴、李俊、
郭晓冬、田学、邵大发、丁焕东等26位老师的名字也将与《大
美西藏》一起长存于世。

拉萨首展盛况空前

这么巨大的画作到哪里展出？拉萨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者和
创作团队的画家们也颇费一番脑筋。最终经市委拍板，选择在
北京市援建的鸟巢式建筑——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中心举
行。

《大美西藏》 首展，无异于拉萨民众庆祝一个节日。一大
早，文化中心就汇集了身穿盛装的来自拉萨的各族民众甚至全
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当巨幅国画《大美西藏》的红盖头被掀开
的那一瞬间，在场的上千名市民不由自主地掏出手机拍照、录视
频留念。来自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乡的居民洛桑旺堆一边用手机
录视频留念，一边惊叹道：“太震撼了！没想到西藏的山山水水、
一草一木、经幡寺庙被画家画出来像真的一样！”60多岁的央金
老阿妈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双手合十，连连点头称好，并说了好
几声“谢谢”。

开幕式观画展环节，从北京来此援藏6年、现任拉萨市委
副书记的马新民边看展览边向笔者发表感想，他说，这是一幅
饱含艺术家们对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道贺之情的上乘厚礼，
凝聚了西藏和各族同胞兄弟对西藏美好未来的真诚祝愿，更是
一幅寄托着世人对人间圣地大美西藏永恒大爱的精品力作。感
谢画家们的创造性劳动。

据悉，《大美西藏》 拉萨首展之后，还将择机在上海、昆
明等全国各地省会城市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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