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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

博物馆主办，西藏自治区美术家协会协办的“韩书力西藏写生作品展”

在京开展，呈现了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文联

原主席、西藏自治区美协原主席韩书力在西藏 50 载的创作探索，感受着

他以画为媒，逐步了解认知西藏风情民俗、喜怒哀乐乃至精神境界的跋

涉足迹。本报记者专访韩书力，请他讲述以绘画形式促进汉藏文化融

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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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之美
王 飏

■记者手记

文化强国文化强国
系列访谈系列访谈⑥⑥

在甘南，思晋南
李骏虎

想起当年听讲座
任启亮

哀悼沈鹏先生辞世
林 岫

吱儿吱儿鞋（外一篇）
李培禹

『言必有三表』
吴尚之

文化发展与民族精神
苏禾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汪东林

深扎西藏基层探寻艺术之路

“写生是画家的基本功，是绘画创作的基
础，更是我记录生活、感悟生活的重要方
式。”韩书力说，相较于在画室创作，他更喜
欢与那些活生生的人面对面，在边画边聊天的
创作过程中，那些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似乎也
融进了画里。

因此，50年间，韩书力反复走遍了西藏
的70多个市县。

1973年，是韩书力初次到西藏，他被推
荐协助举办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建设成就
展。为了获得创作灵感，西藏革命展览馆安排
韩书力一行人到拉萨、日喀则和山南3个地区
17个县的乡村去体验生活。“西藏的大山大
野、高天厚土所带给我的视觉冲击，带给我的
那种无与伦比的美，让我震撼，也让我心生感
动。”韩书力说，就是这次调研，让他心中涌
现出一个念头——要留在西藏！

时任中央美院壁画系主任李化吉的一番
话，则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那是韩书力
陪同李华吉深入西藏基层写生期间，韩书力抓
住这一难得的机会“蹭学”，学习他的观察方
法、绘画技法等。李化吉细心讲授后，语重心
长地对他说，你不能老当别人的影子，应该找
自己的面貌。韩书力问：“我刚30多岁，怎么
会有自己的影子，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面
貌？”李化吉回复道：“如果你不找，到了60
多岁也找不着。”如醍醐灌顶般，韩书力开始
寻找自己的艺术风格。“不管是《毛主席派人
来》还是《猎人占布》，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我都坚持尽可能是当代西藏人形象。”韩书力
说，深入西藏基层，有很多形象可以选择，各
种角度可以创作，这是摆脱别人影子的一条可
行之路。

因为要塑造不同的藏族人形象，韩书力开
始不断深入西藏乡村。1978年冬天，韩书力
和几位同伴背起简单行囊来到哲蚌寺，四面是
荒无人烟的群山环绕，白色的寺庙建筑里只有
约20位僧侣。“我们和僧侣同吃同住同劳动，
僧侣住2楼，我们住3楼，白天还好，一到晚
上，便有一种‘恐怖’的氛围环绕着我。除了
窗外的溪水哗哗声、风吹铃铛的叮当声，屋内
还总会有老鼠‘光临’，时而还会看到秃鹰。”
韩书力至今回顾起来都心有余悸，但他说，对
于绘画却是一笔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后来他
所创作的《猎人占卜》中的深山古寺背景，就
取自哲蚌寺的写生素材。让他倍感欣慰的是，
他的老师说看完这套作品后，嗅到了一点西藏
的气息。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对藏族风土民情
的认知，韩书力经历了从新奇到理解的过程，
他始终怀有一个理念——一定要把西藏让他心
生感动之处，通过笔端留在纸上。

韩书力曾有一段时间住在西藏革命展览馆
的宿舍，每天都会经过展厅。重温那些呈现西
藏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实物、历史照片，这
促使他产生一种创作冲动：要画一幅反映西藏
和平解放的作品，于是创作了反映西藏和平解
放的《毛主席派人来》。不久后，他又创作了
表现封建农奴解放的连环画《猎人占布》，将
他的专业技能与火热激情的高原生活相碰撞，
尝试汉文化与藏文化元素相结合，寻找自己的
艺术语言。几年后，他所创作的将汉藏文化结
合更为成熟的《邦锦美朵》，获得了第六届全

国美术展览金奖、瑞士第一届国际连环画金奖
等。这让韩书力深切感受到，这条汉藏文化融
合的艺术之路是对的。

“西藏高原，曾被认为生命禁区，但对我
来讲，这是西藏美术家的福地乐土。让我的
作品和我的心灵，和愿意阅读我的作品的读
者挂钩，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韩书力
说道。

2008年至2009年，韩书力又创作了一幅
表现西藏和平解放的作品《高原祥云——和
平解放西藏》。同样的题材，时隔 30年，难
度不可谓不大。几经思索，三易草图，最终
找到了用西藏壁画和唐卡的语言表达方式，
将两个空间的造型和人物，通过增强两度空
间的体量感、减弱三度空间的立体感呈现出
来。“画中的 80多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
真人形象。解放军形象是找汉族人来当模
特，藏族群众形象是专门到八角街寻找模
特。”韩书力说，有根有据、不糊弄不凑合，
是他的创作底线。没有真诚，又怎能让作品
产生力量？

推动西藏艺术在守正中创新

50年间，在西藏的广阔天地里，韩书力
不断汲取源源不断的艺术养分，又竭尽全力推
动西藏艺术在守正中创新。

“唐卡是西藏美术的名片，新西藏应该有

当代画家的创新成果。”韩书力曾主持一项有
关唐卡创作的文化创新工程，他开始探索，如
何让藏区的传统唐卡画家自觉自愿地产生创作
冲动，充分焕发出他们的创作活力与创新
激情。

其中有幅作品要表现夏鲁寺。夏鲁寺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存有大量珍贵壁画。
壁画一般在建筑内，如何在一幅作品中既要呈
现壁画，又要呈现建筑？韩书力苦思冥想，在
一次出访海外的返程航班上顿悟：可以把壁画
搬到建筑外面来。韩书力不无自豪地告诉记
者，“这次创新性的尝试是成功的，由一位优
秀的藏族画家执笔。这座汉藏结合式的建筑
里的壁画，完整讲述了藏传佛教中佛本生、本
行故事，这是夏鲁寺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资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把它展示出
来？”

唐卡语言、时代内容、审美价值是韩书力
对推动唐卡创新的三点要求。韩书力说，人们
头脑中所定型的唐卡样式，何尝不是当年前人
在老样板基础上的延伸。关于唐卡创新的探
索，不仅在西藏，还在青海、甘肃、四川、云
南等地的藏区美术界产生影响，“广大藏区唐
卡画家，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他们这
种探索的勇气，如投入水中的石子，让藏区美
术界如一波波荡漾的春水‘活’了起来。”

几十年浸润于西藏文化，让韩书力每天都
生活在艺术创作的亢奋中：兴奋得睡不着，没
有构思想构思，有了构思想手法、想技法、想
效果。甚至于他曾经连续18年没有休过假。
韩书力说，“我觉得我挺幸福的，从小喜欢画
画，又有机会学画，又有幸从事绘画。”而他
也在不断地攀登自己艺术上的珠穆朗玛峰。他
曾请人刻了一枚闲章——“善取不如善舍”，
在他看来，“随着年岁增长，在个人修为包括
艺术修为上，需要提炼，力求简洁不拖泥带
水，可有可无的东西宁可舍掉。”记者曾经到
访过韩书力在西藏文联的简约住宅，又何尝不
是透着一种大道至简的智慧，显示着他对艺术
的纯粹追求。

用画笔描绘民族团结
亲如一家的时代画卷

韩书力曾说，西藏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磁
场，始终吸引着他。西藏的人和事，风土和民
情，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他、浸润着他，也让
他甘愿成为一座促进民族团结的桥梁。

韩书力记得在30多年前，曾有一次带队
从拉萨西行阿里，探访古格王朝遗址艺术。

“阿里是哪里，是西藏的西藏，这句话是很生
动的。当时大多数人没去过，可谓遇山绕山、
遇水蹚水，能否顺利到达，还要靠运气。”韩
书力说，当他们行至阿里地区的马泉河时，车
还是搁浅了。因处于无人区，且仅有一辆深陷
泥沼的解放牌卡车，几人商量对策后，画家巴
玛扎西与司机两人徒步几十公里返回仲巴县城
求援，韩书力等人留在河边守车。这一等，就
是7天，他们等来的援兵是一群藏族小伙儿，
20来人，建筑工人。给卡车系上钢缆绳，众

人你推我拉，终于齐心协力将卡车拉出来。大
家无以言谢，有的拿出仅剩的半盒烟，有的找
到几块水果糖，韩书力则取出队里的相机，给
大家拍了一张合影。“当时拍一张彩色照片很难
得，大家都很高兴，拍完就回县城了，没要一
分钱，包括误工费。”韩书力谈起这些时，仍是
激动万分。这张彩色照片，先是送到北京冲
洗，再寄回到拉萨，最后送到日喀则这群藏族
小伙儿所在的建筑队。韩书力因为这张照片，
辗转多地，但不厌其烦。他说他对此永怀感恩
之心，感恩于藏族同胞善良无私的品质。

类似这样的故事，韩书力所亲身经历的，
数不胜数。从生活点滴、言谈交往中，韩书力
说，他不断感受到藏族同胞维护祖国统一、维
护民族团结的情怀，以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所作的贡献。在韩书力的艺术生涯中，
其实他曾面临多次选择，比如央美执教、旅居
海外等，但他每次都毅然选择了西藏。韩书力
笑谈，当时吴作人先生曾对他说，我看你就

“嫁”给西藏了。韩书力回复，我早就“嫁”
给西藏文化了。

回顾往昔，韩书力想到更多的不是如何克
服高原反应，如何克服物质匮乏，而是人与人
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撑与互
相守望，这让他的心中总是涌动着一种特殊的
情愫，韩书力说叫爱国情怀。这种情怀，使得
温煦的高原、和谐的生活，成为他作品的永恒
主题，《“哈啰”》《棒棒糖》《先写作业》等
系列作品应运而生。

如今，西藏与全国各地一道开启了新时代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翻开了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的崭新篇章。韩书力表示，这一切也为
广大美术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主题，需要
他们用手中的画笔描绘民族团结、亲如一家，
描绘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画卷与历史进
程，继续谱写新时代西藏的大美篇章。而他，
永不会缺席。

谱写新时代西藏大美篇章
——访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韩书力

本报记者 张丽

与韩书力先生的约访地点，是在
北京华侨大厦，距离中国美术馆不过
几百米。韩书力此次来北京，除了参
加自己的写生画展，还有专门支持藏
族美术家巴玛扎西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的画展。他向记者介绍，巴玛扎西是
党和政府培养的第三代西藏美术工
作者。

他进一步解释，有人说他和巴玛
扎西是师生关系，他更愿意说是同事
关系，因为他从巴玛扎西身上所学到
的东西，远远多于教给他的东西。

“不管是这些藏族美术工作者有规矩
有底线的为人处世之道，还是他们身
上善良真诚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都
让我深受洗礼与启迪。”韩书力说道。

培养与扶持西藏美术人才，是韩
书力美术创作之外的一件重要事情。
特别是在他将近10年的延长退休时
间里，他不断总结自己艺术创作的成
败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后来者。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少走一些
弯路！”韩书力坦言。

而参与和投身西藏美术馆的建
设，则是韩书力近年来美术创作之外
的另一件重要事情。他欣喜地告诉记
者，西藏美术馆马上就要开馆了。成
为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15年里，韩
书力多次在提案中呼吁成立西藏美术
馆。谈及初衷，他表示，在党和政府
的关怀下，西藏当代美术有队伍、有
成就、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但由于没
有展示与研究机构，而陷于缺少积累
的尴尬境地。西藏的艺术作品需要一
个对外展示的平台。“这是西藏几代
美术家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韩
书力说，而今，梦终于要圆了。

梦圆西藏
本报记者 张丽

2020年韩书力 （左一） 在西藏自治区岗巴县贡巴村采风

图①：《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

图②：《“哈啰”》

图③：《先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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