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热坚参西热坚参：：

创作灵感源于内心的感动创作灵感源于内心的感动

格桑梅朵
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主编：尼玛潘多 责编：张珊珊7

9 月 26 日至 10 月 5 日，由

自治区文联、西藏油画学会主办的

第四届“雪域情——西藏油画作品展”在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举行。

参展的 80 余幅作品，再现了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西藏的巨大变化，体现了西藏绿水青山的

自然景观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反映了西藏人

民的幸福生活和璀璨人文，也展现了西藏油画

家们长期辛勤劳作的艺术创作轨迹。

本期格桑梅朵，让我们走近油画家

们，聆听他们讲述与油画创作的

点点滴滴。

“从上大学开始，我就在不断地寻找

方向和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经过很多

年、很多次尝试，越来越有动力，也摸索

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简洁、安静、有

主 题 ，这 幅《高 原 复 兴 号》就 是 其 中 之

一。我想，这也是一些‘强迫症’朋友喜

欢的风格吧。”《高原复兴号》的作者史万

杰说。

史 万 杰 来 自 甘 肃 武 威 ，2011 年 来

到 西 藏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攻 读 硕 士 。 在 坐

火 车 的 途 中 ，被 青 藏 线 上 美 丽 的 风 景

所吸引。他说：“我画过很多关于铁路

的油画，火车的窗口或有美丽的田野、

或有洁白的雪山，以及变幻着的天空、

云 朵 ，这 样 的 高 原 景 色 让 我 感 到 平 静

和富有诗意。”

史万杰给记者看了他之前关于铁路

题材的作品，笔直的线条、洁净的背景，

还有沿途宁静的风景，这更像一个西北

人向遥远的高原行走的心理描写，窗外

那神秘的天空和色彩正吸引着他，不断

走近高原的天空与色彩。

“有时，我想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对

西藏生活原本状态的描写，而是生活在

现代城市，人们内心缺失的某种精神寄

托。”史万杰讲起自己比较难忘的作品

《藏地江南》，在青山绿水中，一个身着藏

装的男子坐在牛皮筏子里，身边还有一

只温顺的羊羔相随。在他看来，林芝山

水、牛皮筏子、藏族男子都是西藏本土元

素，而温顺洁白的羊羔，则是内心深处对

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生命、大自然的尊重

和思考。该作品于 2017 年 5月入选“江南

如画——中国油画作品展（2017）”；2017

年 9 月，获第二届“雪域情——西藏油画

作品展”佳作奖。

翻阅画册中，《云》《卷云》《绿色鸡

蛋》等作品尤为有趣，在《高原》《房屋》等

作品中，再次出现了洁白可爱的羊羔。

史万杰告诉记者：“在我的老家，养了很

多羊，可以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很多

地方，都有羊羔的印记——洁白的毛，温

顺的性子，还有那双充满好奇的眼睛，这

些元素都被我画到作品之中了。”

史万杰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西藏油画学会常务理事，在拉萨市第二

中等职业学校担任美术教师。2019 年 11

月，他的多幅油画作品参加了西藏首届

中青年作品提名展；2020 年 11 月，其油画

作品《三色协奏曲》入选首届“时代中国”

全国美术作品展。

史万杰说：“今后想继续在绘画的路

上前行和思考。这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

间，我需要不断补充元素、提炼语言，用

色彩和线条编织属于自己的油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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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画 展 的 展 厅 里 ，一 幅 藏 族 老 人

坐 在 欧 式 沙 发 上 的 油 画 格 外 吸 睛 。 画

中的老人面容慈祥，灰白的头发，脸上

有 着 被 岁 月 划 过 留 下 的 皱 纹 ，她 穿 着

西藏传统服饰，坐在欧式的沙发上，细

节 的 勾 画 是 那 么 的 巧 妙 ，胜 似 用 相 机

拍 下 的 瞬 间 。 这 幅 名 叫《农 民 企 业 家

的 母 亲》的 油 画 ，充 满 着 生 活 气 息 ，格

调 温 和 与 视 觉 反 差 并 存 ，且 不 乏 新 旧

对 比 的 元 素 ，让 人 不 禁 想 探 求 油 画 背

后的故事。

“ 这 幅 画 的 灵 感 要 从 一 张 报 纸 说

起。”该油画的作者西热坚参说。他缓

缓 放 下 自 己 的 背 包 ，将 一 张 看 着 已 经

有 些 年 头 的 报 纸 递 给 记 者 ，这 是 一 份

2003 年 12 月 29 日 的《西 藏 日 报》，在 三

版 的 专 题 报 道 里 ，题 为《从 6000 元 到

6000 万 元》《没 有 农 行 就 没 有 我 的 成

功》《富 了 不 忘 穷 乡 亲》的 几 篇 人 物 报

道 非 常 醒 目 。 他 告 诉 记 者 ，起 初 就 是

因 为 看 到 这 些 报 道 ，对 主 人 公 多 拉 的

故 事 产 生 了 浓 厚 的 兴 趣 。“ 直 到 2007

年 ，借 着 一 次 去 日 喀 则 写 生 的 机 会 拜

访 了 多 拉 ，而 这 幅 油 画 的 主 人 公 就 是

多 拉 的 母 亲 。 在 与 多 拉 交 谈 时 ，看 到

了 这 位 身 着 传 统 藏 式 服 装 的 老 人 ，安

静地坐在一个欧式沙发上。”

西热坚参告诉记者，2007 年的西藏，

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农牧民家中很少

能看到欧式家具，而最让他感到特别的

是，很多新旧元素的碰撞——在多拉的

家里，往往是传统的反差在那个时代的

西藏很少见，而当中最为特殊的就是，多

拉的母亲穿着传统的西藏服饰，衬衫已

经稍微有些发黄，她不是盘着腿坐在藏

式卡垫上，而是坐在一个全新的欧式沙

发上，这个画面让我感到十分新奇，之后

便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直到 14 年后，我

再次凭借着自己印象中的画面，画下了

这幅作品。”

西热坚参，1958 年出生于日喀则，自

小喜欢绘画。1981 年毕业于西藏大学艺

术 系 美 术 专 业 ，曾 在 天 津 美 术 学 院 进

修。2008 年至 2010 年在挪威奥斯陆国立

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在此过程中，不断开

拓视野、提高创作能力。现任西藏大学

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藏油画

学会副主席的他告诉记者，自己在绘画

的道路上走过了 50 多年，画作也将伴他

终生。“我想继续画画，并且多从‘善’的

角度出发，创作更多优秀的、且能触及心

灵的作品。”

“这两朵是百合吗？怎么会有红绿相间的

颜色？”“好大胆的风格，太吸睛了吧！”

展厅里，一幅名叫《五彩缤纷》的作品引起

了大家的注意。画中，两朵红绿相间的百合，

热烈地依偎在彼此身旁，宛如一对亲密的恋

人。为了求证真相，记者找到了这幅画的主人

次旺扎西。

次旺扎西正在和学生们合影，他身材高大

魁梧，性格随和开朗，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为人

师表的亲和力。他告诉记者，这就是百合，不

过是经过加工和处理的。“我先将百合拍摄下

来，用电脑软件进行数字化处理，使其形体变

大、颜色艳丽，最后呈现在画布上的百合，就不

是原来的百合了，它的风格更加夸张，偏离了

原先的真实。但是现在的生活中，何尝不是真

亦假来假亦真呢？”

翻阅着之前的作品，包括图片中的花朵、

静物、游动的小鱼、装置作品等，次旺扎西问记

者：“你觉得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次旺扎西看来，在当今的生活状态中，人

工元素无处不在，创作题材、艺术色彩也无处

不在，虚拟与真实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我关注

当代题材，观察当前的生活环境，并用电脑软

件进行数字化处理，将自己的作品风格尽量去

符号化。”

次旺扎西告诉记者，他十几岁就开始接触

绘画，执笔便是 40 多年。“我的父亲多才多艺，

在他的影响下，我爱上了文学，也喜欢拿着画

笔，在墙上、纸上、地上涂鸦，就是这种纯粹的

喜欢，让我在绘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84 年，次旺扎西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

术系油画专业。1999 年与 2009 年在奥斯陆国

家美术设计学院和挪威科技大学建筑美术学

院就读，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说，在挪

威求学的日子里，接触了世界各地的艺术。“那

里有很多画廊、美术馆，让我看到了很多名家

的作品，连一个盘子、杯子都能融入艺术，让我

深受感慨，艺术真是无处不在。”

如今的次旺扎西任西藏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 ，博 士 生 、硕 士 生 导 师 。 谈 及 对 未 来 的 展

望，他笑着说：“今后，我想继续好好过日子，

扮演好老师、父亲的角色。与此同时，希望能

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创作艺术，至于能创作什

么样的艺术作品，都是未知的，因为时代总在

前进，生活会一直变，就让我从脑海和生活中

挖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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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热坚参与作品。

史万杰作品《高原复兴号》。

作品展一角。

次旺扎西（左一）与学生。

正在创作中的史万杰。

参展作品。

参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