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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秋 冬 时 节 ，经 由 西 藏 美 协 举 荐 ，

笔 者 有 幸 采 访 了 西 藏 版 画 家 周 玉 平 先 生 。

虽然相识多年，但作为工作性质的交流尚属

首次。

与 西 藏 其 他 美 术 家 不 同 的 是 ，访 谈 起

始，周玉平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目前热爱的

职业——集下乡采访、摄影、撰稿编辑、版式

与印刷设计于一体的主编工作，尤其对数字

技术应用情有独钟。

数 字 技 术 应 用 正 好 是 我 在 高 校 任 教 的

教学研究方向，这让采访关注的焦点“西藏

版画”转入了数字技术应用在西藏的现状的

大讨论。更有趣的是，周玉平立刻回单位抱

了一摞经由自己主编设计的图书，与我分享

数字印前印后全过程的工作喜悦。

看着版式设计精美的画册书刊：《西藏

脱贫攻坚中的巾帼英雄》《家和万事兴》《帕

拉女奴的今昔生活》《绽放的格桑花》《全家

福——西藏百户四世同堂影像录》《藏地女

人》等，让我直观地体验到了西藏各市地、县

区、村居的历史人文风貌，以及在藏生活工

作的各族人民、边地军警干群的感人事迹，

近千幅实地抓拍的写真图像，在周玉平的版

式设计中栩栩如生、朴实可亲，让我仿佛置

身于影像人物场景，走进曾经熟悉的与尚待

认知的大美西藏，从中体会到周玉平对西藏

文化历史的深度诠释和在本职工作中倾注

的高度责任感。

“为了保证图书、刊物的保质准时，相关

采访摄影、编稿、版式设计、印刷加工工艺等

都由我自己监制负责。”周玉平指着面前的

出 版 物 认 真 地 说 ，一 副 黑 框 眼 镜 后 目 光 坚

定，满脸坦诚。“因为做印刷，了解画版式的

程序以及印刷油墨配置的步骤，这对我后来

的版画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周玉平终于把

话题切换到了采访主题“西藏版画”。

周玉平在西藏这个不“出产”版画之地，

依然选择版画这一画种作为孜孜以求的创

作形式，他的版画的技艺美学功力，与他长

期担任主编工作密不可分。

1951 年，周玉平的父亲从老家四川跟随

18 军先遣部队，从昌都、丁青、巴青、那曲等

地进藏筑路，在建筑工程队担任测量工作。

一路走一路测量，川藏线修建完之后，于 60

年代初又修建班戈湖至拉萨线、日亚公路、

曲水大桥（老大桥）。周玉平自幼便随父亲

在进藏路上辗转，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作

为家中的老大，周玉平早早就体验了老西藏

的苦与乐，在艰难岁月中成长，为日后留藏

工作夯实了基础。

周 玉 平 是 西 藏 著 名 版 画 家 罗 伦 张 先 生

的首位坚守西藏的弟子，亦是西藏美术家群

体中，鲜见精通数字印刷技术的行家。

2021 年 ，西 藏 美 术 馆 第 二 批 馆 藏 作 品

征集期间，从目录上见到一幅题为“半个月

亮升起来”的黑白版画，作品调性与构图颇

富诗意。从人物造型及月色下藏女繁忙劳

作 的 场 景 中 ，周 玉 平 娴 熟 的 木 刻 技 艺 与 造

型 功 底 可 见 一 斑 。 后 来 在 我 的 恳 请 之 下 ，

周 玉 平 又 发 来 数 幅 版 画 大 作 ，与 我 分 享 。

正 如 周 玉 平 所 言 ：“ 西 藏 的 气 候 干 燥 ，不 适

合水印木刻，我更爱黑白木刻。”

数幅作品中，一幅题为《牛粪墙》的版画

创作形式与技法特别引人注目。“这幅画的

题 目 是 韩 书 力 老 师 起 的 。”周 玉 平 得 意 地

说。这幅木刻牛粪墙下的水墨藏牦牛很有

藏家情趣，惹人喜爱，可见他对雪域农牧民

生活的深扎与接地气的底蕴。

2014年，周玉平创作的套色版画《吉祥·丰

马》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此作形式

构图新颖，用色简练，酥油味十足，具有跨世纪

新语境表述新西藏所特有的美学意义。

谈 起 学 画 过 程 ，周 玉 平 特 别 怀 念 早 年

的情境：时年 15 岁的周玉平和他的朋友，在

西藏展览馆，看到韩书力将素描习作贴在窗

上用以挡风，立刻被素描习作的精湛表现技

艺所折服，坐在窗下耐心等待他回来，一心

拜 师 …… 时 至 今 日 ，周 玉 平 还 念 念 不 忘 地

说 ：“ 我 是韩老师的第一个学生。”如今他扎

实的素描功底就是从那时起步的，他的版画

风格颇受韩书力的画风濡染。

“您精通数字印刷程序，了解套版彩印

的规律，所以在版画创作过程展现了坚实的

专业特性，不像如今不少版画都成了国画、

油画的复制品。”我对周玉平的版画在坚守

传统技法的过程中，融入新的造型语言，创

造一种属于西藏原生态大美的版画风格，非

常感慨。

“我准备结合印刷技术的特效，努力尝

试多种形式美感，希望西藏版画能走出一条

新路。”周玉平信心满满地说。

从周玉平不同时期创作的版画中，我们

能领略他长期坚守西藏，一步一个脚印地创

作的心路轨迹，永不放弃自己心爱的版画创

作，为新西藏当代美术发展前行默默奉献。

访谈中，周玉平说：“西藏当代美术群体

氛围融洽，这个群体从早期到现在，一直是

以公开坦诚的交流方式共处，无论辈分，一

直以相互平等的朋友关系相待。长期以来，

韩书力老师没有私心地帮助在西藏的汉族、

藏族美术家，有学识有胸襟，很难得。”

周 玉 平 特 别 强 调 ，西 藏 百 幅 新 唐 卡 创

作，让西藏传统唐卡画师走出来了，新的创

作观念在这一批中青唐卡画师中已经起着

不 可 估 量 的 作 用 ，给 整 个 西 藏 当 代 美 术 的

群 体 注 入 了 新 的 血 液 ，生 机 勃 勃 。 这 就 是

新西藏新美术的前景。

由 于 长 期 在 西 藏 自 治 区 妇 联 担 任《西

藏妇女》杂志主编工作，周玉平于近年出版

了《从童僧到画师》（合作）一书，介绍西藏唐

卡画师夏鲁旺堆的成长经历，以及多部介绍

新西藏文化建设发展的图文并茂的摄影专

集和相关著述，是西藏美术家中为数不多的

多面手。

同样，周玉平的版画亦是新西藏新美术

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采访中他

坦言，希望自己的版画创作跟进数字技术美

学的创新观念，从多维度的艺术视角观察体

会西藏人文特质，寻觅更丰富的创作形式，表

现西藏新发展面貌，在父母奉献青春年华的

高原热土上，发扬“老西藏精神”，再创西藏新

文化样式。

笔 者 相 信 ，周 玉 平 的 西 藏 版 画 将 以 雪

域 原 生 美 学 的 视 觉 风 姿 ，与 西 藏 当 代 美 术

家 们 比 肩 同 行 ，向 世 人 打 开 一 扇 通 往 高 原

美学佳境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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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周玉平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