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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宝军全新散文集《半亩闲田》出版

本报拉萨讯（记者 晓勇）高宝军全新散文

集《半亩闲田》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以阿里的山山水水、生活场景为落脚点，

以故乡陕北亲朋好友、早年生活为回望点，写

透了工作之外的那一半日常，体悟着“责任田”

之外那半亩文字自留地的闲适。

全书分作六辑：半亩闲田、得闲偶记、庸人

闲愁、童梦琐忆、院门孤独、牧笛悠扬，每一辑

都是生活的一个片段，放在一起，是一幅完整

的精神图景。全书以作者的观察、感悟和趣味

为一体，书写了阿里高原的雄阔、空寂。既见

作者性情，更见作者生活触及的他人与天地。

“半亩闲田忙半生，半生忙碌半亩田。”作

者高宝军在该书代后记中写道：如果“全”是一

种完美，那么“半”就是一种境界。书名定为

《半亩闲田》，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半”字状

态。这个状态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变老而形成

的。这一状态，并不是残缺遗憾、玩世消极和

委曲求全，而是一种适度放弃、自我反省和淡

定从容。

本 书 是 作 家 高 宝 军 关 于 西 藏 阿 里 的 第

二 本 散 文 集 。 高 宝 军 曾 是 陕 西 第 七 批 援 藏

干部，被阿里普兰人亲切地称为“菜篮子”书

记。他在援藏的几年间，走遍阿里，深入当

地工作和生活，写就了一本援藏手记与生活

实录相结合的散文集《藏西笔记》。在这本

书 中 ，藏 西 的 风 土 人 情 、婚 丧 习 俗 、生 活 方

式、世事变迁等，在作者亲见亲历的笔下，有

着切身般的感染力，让读者读到真实如阳光

的西藏。

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推荐中写道：在当下文

学领域，高宝军走出了一条散文随笔的新路

子，达到了文字语言的新高地。这本书，是一

本老少皆宜、男女皆喜、干群皆可、雅俗皆具的

奇书好书，需要读者细品慢悟、心领神会！

高宝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

会理事。著有小说、散文、诗歌、考证、研究等

作品多部。作品多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读者》

《十月》《中国作家》等多家报刊，著有《乡村漫

步》《大美陕北》《四季陕北》《野村梦语》《藏西

笔记》《吴起古城寨堡初考》《环境规制与资源

型产业发展研究》等，作品曾获第四届、第五届

“冰心散文奖”等多项奖项。

“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

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西

藏油画学会理事、青年油画家赤列德庆告诉记

者，这是他喜欢的一句名言。

初识赤列德庆，源于那幅名叫《村庄》的作

品，浅蓝色的天空，浅黄色云朵，粉色的山峰，错

落有致的房屋，还有路上的行人。可爱静谧的画

风，让人内心感到平静。

“创作村庄系列作品，更多的是自己对农村

生活的一种怀念吧。小时候放牧，玩羊拐，喜欢

用石头和泥巴造小村庄、夏天的沙滩，还有在冬

天的雪地里画画，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赤列德

庆告诉记者，他出生在半农半牧的家庭里，对农

耕文化与牧区文化都有较深的了解，虽然现在生

活在城市里，但对儿时的农牧生活依旧格外向

往。

赤列德庆出生于日喀则，从小喜欢绘画的

他，总是会在放牧的时间，或者帮家人在农田里

劳作的时候，观察一些大家已经屡见不鲜的事物

和现象——放牧时，仰望天空，观察云朵的变化；

和家人耕作时，他的目光总是停留在一些墙面上

有着彩绘的房屋，细细研究这些彩绘的色彩和线

条的构造。“似乎自然界的每一个产物都在用一

种特殊的力量吸引着我，这些都在激发着我对艺

术创作的兴趣和灵感。”

赤列德庆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喜欢画画。“没

上学的时候，泥土、雪地、沙滩、墙壁都是我的画

布。上学时，我的笔记本前面是记笔记、背后是

用来画画的，虽然那时的纸张很稀缺，但幸运的

是我在纸上乱画，家人也从来没有骂过我。还记

得即将毕业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学业繁忙很长时

间没有画画，家人还不习惯似地问我最近怎么没

有画画呢。”

2011 年，赤列德庆毕业于西藏大学美术学院

美术系，获得学士学位；2015 年毕业于西藏大学

美术学院美术系，获得硕士学位。而不同的是，

在研究生期间他更加注重创新，力求彰显自己的

风格。

“对于喜欢画画的自己，我也找不到一个具

体的理由。但我明白，没有绘画，我想都不敢想

自己会成什么样子。”如今，赤列德庆用自己独特

的绘画风格，创作出一幅幅耐人寻味、令人过目

不忘的作品，其多幅作品被众多艺术机构及私人

收藏家收藏。

在作品的色彩上，赤列德庆下笔简单纯粹，

线条流畅清晰，多运用明艳的色彩，使其相互碰

撞，极具视觉冲击力。他告诉记者，只要自己用

心、用情画出来的，都是最难忘的作品，哪怕一件

草稿也很难忘。“每一幅画都是生活的故事、生命

的 歌 曲 。 一 日 活 ，一 日 画 ，其 余 的 故 事 交 给 岁

月。唯一肯定和不变的是，我会一直在艺术道路

上前行。”

当一个人开始绘画的时候，绘

画之梦便开始萌芽。经过数十年

甚至更久的坚持，梦想则会成真。

本期，记者带着大家认识西藏

油画学会的画家们，聆听他们讲述

与绘画有关的故事。

张鹰：

关注人文 留住美好的记忆

“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给我的印

象太深了。现在翻起那些照片、底片和作

品，都能清晰记得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

西藏的发展很快，但很多记忆和片段让我

们那代人无法忘却。2013 年退休后，我的

精力全部都在画画上。状态又回到了刚到

西藏的感觉。”西藏油画学会副主席、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张鹰说。

一幅幅写生油画作品带着岁月沉淀的

光影与味道扑面而来，年过 70 岁的张鹰，慢

慢与记者聊着他在西藏的过往。

1972 年，张鹰来到拉萨。初涉这片简

单的净土，便被这里的一帧一画所吸引：八

廓街、大昭寺、小昭寺周边，具有当地特色

的建筑物，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他们干净

的眼神、脸上质朴的笑，这里的生活让人打

心里感到满足、快乐。“这一切都是天然的

绘画素材。还有那些弥足珍贵的照片，就

是我为以后的绘画而拍摄的。”

张鹰告诉记者，在过去所经历的近 50

年的岁月里，没有接受过“程式化”教育，更

多 的 是 自 然 而 然 对 西 藏 文 化 、人 文 的 感

悟。他对西藏的民间文化一直有着系统的

收集、整理，这些对他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

响。

细 细 品 味 这 幅 名 叫《童 年》的 油 画 作

品，金色的油菜花地前，三个 7、8 岁大的孩

子 专 注 地 看 着 远 方 ，嘴 边 还 带 着 羞 涩 的

笑。这让人不禁想起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时

光，那么单纯，令人怀念。

张鹰说，那是在 1999 年，他们一行途经

日喀则定日县的一个村庄，看到很多在地

里自由嬉戏的孩子们，不禁有感而发。“那

时的百姓生活虽然落后，但是他们活得很

简单、很快乐，也很知足。尤其是村里的孩

子们，他们非常可爱、天真，精神状态特别

好。相机记录下孩子们的瞬间，而作品的

背景，我进行了三次筛选。”

在黄昏的村头、青稞地、油菜花地三者

间，张鹰最终选择了后者。他说：“我希望

这幅作品，既要有传统印记，也要有新的要

素。油菜花地的色调明艳活泼，给人一种

阳光、热烈的感觉。”

在张鹰看来，西藏的人，就像天空，是

那样的纯净。“我对老西藏的人非常有印

象，他们大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而我对

人们变化的描绘，更多的是以精神层面表

达的。每每回首往昔，这些都是内心深处

厚重的记忆。”

张鹰告诉记者，现在，每年他都会创作

10 余幅油画。尤其是退休之后，把更多的

时间用来创作。“现在的时间对我而言更加

珍贵，有了这些年在西藏的经历，再加上创

作的灵感与激情，还有足够的爱与坚持，我

想把想画的事物努力画下来，把美好的记

忆留住。今后，还要举办一个画展，给自

己、西藏百姓一个完整的汇报，让更多人了

解西藏，更深层体现西藏文化。而且，我说

到就要做到。”

在第四届“雪域情——西藏油画作品展”上，

一幅名叫《草原盛会》的作品，吸引了很多人的眼

球。

8 月的草原，正值赛马节，牧民们正在专注地

观看比赛，投入的神情、质朴的笑脸，给画家阿布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当时就在他们那

里吃住，完全被那种动人的体态和场景打动，于

是画了大量的速写。”

阿布告诉记者，《草原盛会》是人物众多的一

幅油画作品。实际开始创作的时间是在 2008 年，

期间断断续续有过几次改动，包括人物形象、色

彩、布局等。“这幅画从开始有一个思路框架到着

手创作，再到最后完成，时间跨度很大。也曾参

加过一次展览，后来一直挂在画室。每当看到画

面从整体到局部有不理想之处，就会马上拿起画

笔改一改，或者突然有了什么新的想法，就上去

画一画，一直到近期改得较为满意为止。”

阿布今年 69岁，他说，早在 80年代，就到藏北

高原采风过几次。“当时也叫作体验生活。因高

寒气候得了一次风寒，便中断了写生，回到拉萨

调养好身体就继续北上。在藏北高原绘画的这

种激情，随着创作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种感觉

能勾起我内心深处最美好的记忆。”

阿布现为西藏油画学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

术师。曾先后到多国举办画展并举行艺术交流

活 动 ，其 作 品 多 次 入 选 国 内 外 展 览 并 获 奖 、收

藏。几十年的绘画历程，但他最喜欢的是 2005 年

完成的油画作品《晨》。他说，为了这幅作品，自

己拍摄了大量照片，画了大量的写生，最后以写

生和创作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作品。画面上各

种色调交替融合、笔调气韵生动，几只白鸽轻轻

点缀、白塔静默矗立、清晨的阳光温婉地洒落在

山野，颇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诗词境

界。“之所以喜欢这幅作品，是因为它能以简单而

自然的方式，让自己的性格、情趣流露其间，我一

直将它悬挂于家中客厅，有人出高价也舍不得出

售。”

2013 年 退 休 后 ，阿 布 的 生 活 依 旧 简 单 、纯

粹。回望过去，虽然他会为自己已经走了 40 余年

的绘画之路而感慨，却依然保持着很多最初的习

惯——会坚持每天至少两个小时用于绘画，偶尔

也会自己驾车去郊外写生。他说：“几天不画画

就会觉得很难受，这对我而言，就和吃饭、睡觉一

样自然。大自然能带给我振奋与激动，让我感受

到只有深入到生活中，才能认识生活的真谛，发

现生活的美。我始终认为写生更能贴近真实的

人和自然风光，能让我的内心获得安宁，不为外

界的繁芜所干扰。”

说起对今后的展望，阿布说：“那就是坚持已

经形成自然的习惯，不断突破原来的自己。因为

突破，是一辈子的事。”

对于要突破到什么程度，阿布有自己清醒的

认知。他告诉记者，自己一直走的是传统绘画道

路，也很看重向优秀的前辈学习，不让自己在一

个水平上停滞不前。“但我所说的突破，绝不是为

了把自己改变得面目全非，毕竟我的艺术道路是

几十年生活、学习积淀而成的。也不是说转变就

可以立刻转变成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样就不是

我自己的风格了。”

赤列德庆：

我会一直在艺术道路上前行

阿布：

突破，是一辈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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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张鹰在拉萨市郊写生。

图片由张鹰本人提供

西藏油画学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阿

布。 图片由阿布本人提供

赤列德庆与他的作品《相》。

图片由赤列德庆本人提供

▶ 图 为 阿 布 的

油 画 作 品《草 原 盛

会》。

本 报 记 者 郑璐

袁海霞 实习生 白玛

央宗 摄

◀ 图 为 赤 列 德

庆 的 油 画 作 品《村

庄》。

本 报 记 者 郑璐

袁海霞 实习生 白玛

央宗 摄

◀图为张鹰的油画作品《童年》。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实习生 白玛

央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