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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 涵 付 星

如果要评选西藏的名片，
一定少不了援藏工作者的身影！

自1994年党中央作出对
口支援西藏战略决策以来，已
有9批近万名援藏干部踏上世
界屋脊。他们在风雪中前行，
在砥砺中奋进，在伟大的时代
里孕育伟大的梦想，在伟大的
梦想中铸就伟大的辉煌。

作为援藏工作大军中的一
员，民盟中央美术院副院长、中
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容铁自
2014年报名参加书法志愿者
进藏活动伊始，他的援藏公益
活动就从未停止过。

让美丽的书法教育之花
绽放在雪域高原

2014年援藏当年，容铁即
动员多位艺术家为西藏白内障
患者募捐了近 100 万元手术
费，并与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
一起支持60多位符合手术指
征的患者手术。

第二年，容铁组织100余
位著名书法家赴藏采风。

2017年，他对接中国美术
馆策划了西藏精品唐卡汇展。
这期间，他在西藏学校开展“从
小写好中国字，长大做好中国
人”活动，并将其执笔编著的全
国首部汉藏双语版《书法指导
与练习》赠送给西藏当地的学
校……

援藏迄今八年多来，容铁
始终坚持投身公益事业，助力
西藏发展。

“我强烈感受到当地老百
姓有多么地喜欢文化、需要文
化。”在西藏的工作生活中，容
铁深刻体会到了当地群众对中
国传统书法文化的喜爱。于
是，2019年8月，西泠容铁援藏

工作室揭牌仪式在西藏大学举
行，“蒲公英计划”是工作室的
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以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推广汉字书写为
主旨，以培训书法教师为主要
公益工作目标。

这项工作对于容铁来说
意义重大。2015—2017 年，
容铁就参与了文化艺术援藏
工作。在此期间，他开设雪域
高原书画大讲堂，为当地干部
及书画爱好者公益教授书法
及相关知识；也曾向拉萨市教
育局捐赠《书法指导与练习》
5000余册，让西藏的孩子们能
够循序渐进地进入传统书法
的学习殿堂。

文化扶贫首先要扶“志”与
“智”，让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
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容铁的工
作之一。这项工作，不仅仅要
为了孩子们搭建现代化的学校
与设备、提供足质足量的文化
书籍，更重要的是抓紧藏区师
资队伍的建设，为教育精准扶
贫提供相应的服务。

100多年前，梁任公在其
《少年中国说》中写到：“少年智
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
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
国雄于地球。”国家教育的好
坏，决定了一国少年之智、富、
强、独立、自由与进步。如今，
在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和
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之下，越来
越多的生长在祖国各个地区的
孩子们享受到了公平而高质量
的教育。

“蒲公英计划”项目通过加
强西藏师资团队汉藏书法的整
体水平，融合汉藏文化，使教育
工作者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文化观。容铁高兴
地说：“开展‘蒲公英计划’，主
要以培养书法教师为目的，每
次上课，几乎没有人缺席。”他

认为，“蒲公英计划”的展开不
仅提升了西藏教师的书法水
平，还可以培养教师们养成强
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
长远来看也是在培养一代代西
藏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让中华文化始终是西藏各
族同胞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
和精神家园。

用一枚小小的邮票
讲好新西藏故事

文化生活丰富了，物质生
活自然也不落下。在谈到他眼
中的西藏有哪些变化时，容铁
说：“我把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
化都画在了邮票上”。他随手
翻开面前的画册，指着一组画
面精美的邮票让我们看。

去年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中国邮政发行了纪念邮
票一套。容铁作为该套邮票的
主要设计者之一，向我们讲述
了创作过程中的小故事。“这套
邮票，我设计了五个主题，分别
体现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
辉煌成就、民族团结、筑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五大主旋律
内容。”

“这里面包括西藏原始的
自然风光和其独有的动植物，
其中有大家不是很熟悉的黑
颈鹤。我画黑颈鹤是因为这
种动物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一定要在很好的环境中才能
够生存。这体现了我国在西
藏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
重大成就。”容铁说，“此外，在
画面中我增加了新西藏的科
技力量——高铁和飞机。当
然，这套邮票中最突出的部分
是西藏人民载歌载舞，充分体
现了西藏干部群众之间的和
谐关系……”

“如果你现在去西藏，看到

的景象就是邮票上的画面：优
美的风景、现代化的基建、淳朴
的藏民、热心的干部，还有在雪
域高原上悠然生活的小动物。”
容铁语不停顿地娓娓道来，许
多援藏过往都深深地印刻在他
脑海里、融化在他血液中、流淌
在他画笔下。他表示，要在创
作中画出新西藏的这种美好，
画出西藏和全国人民一起奔向
小康的过程，画出我们西藏人
的精神面貌。

用作品回馈带给他
创作灵感的藏族同胞

作为国内的知名艺术家，
容铁书、画、印皆精通。进藏
后，除了做公益，容铁一有时间
就去西藏的各个地区采风，去
过了西藏70多个县中的50多
个县。在西藏每一处碧水蓝天
的景色中，他就像海绵一样吸
取着这片土地上独特而又神秘
的艺术气息。

因此，在谈到艺术创作时，
容铁说：“艺术家在画室里创作
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艺术要
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感受。我
是镇江人，以前我画江南山水，
画水墨光晕。但是到了西藏之
后，我才打开了雪域高原山水
人物画的窗口。只有在这里深
入地生活、工作、和当地人民群
众吃住在一起以后，我才可以
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书画里
面，把我对西藏的热爱融入进
去了。这样的作品才能更加生
动，更有生活气息。”

采访中，容铁一直强调创
作要来源于生活，经过反复地
体验、反复地捶打，才能提炼出
更好的文化元素。无论走到哪
儿，他都随身携带一本速写本
和一部相机，记录下路过的风
景和擦肩而过的人群，这些都

成为容铁创作的灵感源泉。
艺术来源于生活，更高于

生活。雄浑壮阔的西藏山水，
给了容铁独特的灵感。多年
来扎根西藏的生活，让容铁
原来细腻的笔法增添了笔触
的苍劲和画风的豪放，“你看
我画牦牛，是通过牦牛画出
雪域高原上藏族人的一种精
神，一种不屈的精神。这是
光看照片画不出来的。”容铁
在谈论创作时强调了西藏的
人文风情与自我创作间的相
互影响。

天道酬勤。容铁以西藏为
主题的创作《吉祥西藏》《日出
拉萨河》《佛相万生》等作品均
获得了业内的好评。在积极创
作之余，容铁不忘公益使命，将
自己创作的1000余幅作品陆
续捐赠出去。从边防哨所到草
原牧区，他把作品一路送到了
西藏军民的手中。在这个过程
中，容铁也与西藏群众结下了
深厚的感情。

“只有和西藏的人民群众
做足交流，你才能知道他们喜
欢的艺术是什么。真正受到群
众喜爱的艺术，才具有最旺盛
的生命力。”容铁说，“艺术为人
民群众提供多角度、多层次、多
色彩文化作品的同时，更要为
人民服务。因此，和藏区群众
交流也是我进行艺术创作获取
灵感源泉的方式。”

转眼间，容铁与西藏结缘
已过8年。在1个小时的采访
中，容铁带我们又一次回到援
藏的那段岁月。都说一次援
藏路，一生高原情。容铁和千
千万万的援藏干部一样，在结
束这段旅程后，也未曾忘记过
那用青春丈量的雪山高度、用
汗水滋润绿色原野的美好时
光，也更加期待与西藏的下一
段邂逅。

书画艺术家容铁。 容铁创作《经幡送福图》。

在许多人心中，西藏总是神
秘又神圣。他们说西藏美，美得
令人失了语；也说西藏净，净得
让灵魂得到了升华；还说西藏
清，天清水清人也清。在这里，
孕育了诞生于世界屋脊的西藏
文明，也滋养了祖祖辈辈生活在
此的质朴牧民。在这里，一花一
草就是一个小世界，一步一景就
是一幅意境优美的人文画。而
本文受访者容铁就是在这美、
净、清的圣地里，创作了千余幅
字与画，把对国家的忠诚与信
仰，把对援藏工作的一腔热情，
把对这里人民群众的喜爱，书画
在这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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