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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声
从岩石上的摹刻到现

代美术的开启

十几幅雕刻有动物图像的岩画
零星分布在约1000平方米的山体上，
其中较少部分自然裸露，大部分则被
山体上的植被所遮盖……

近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
南县文物普查队在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野外调查时，新发现一处内容丰
富、画面生动的岩画群。

该岩画群位于贵南县森多镇本
龙村上本龙沟一处石壁之上，考察得
知，距今已有3000多年。

民族风情浓郁的青海，其艺术遗
存丰厚，远在上古时代就是各游牧民
族活动的舞台。

岩画是古代描绘或摹刻在崖壁
石块上的图画，被称为古代先民记录
在石头上的史书、古代游牧民族的记
事画。

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舍布
齐沟、哈龙沟，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勒
巴沟等地，都有大量岩画存在。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海艺
术史》记录，这些岩画内容主要反映
游牧民族的生活和狩猎场景，风格粗
犷豪放，画面多是牛、羊、马、鹿、骆
驼、野猪等动物形象，造型生动，栩栩
如生。

一幅幅闪耀着先民智慧的岩画
忠实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情
景和社会风貌，成为留在岩石上的

“史书”。
光阴的河流静静流淌，青海民间

艺术悄然生长，并散发着强烈的地域
特色魅力。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时间
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彼时，许多留学海外的学子纷纷
回国从事新艺术教育，传播西洋美
术。中国美术的新气象似一股清新
的风吹拂着遥远的西部。

青海昆冈掇英画廊创始人韩光
辉向记者介绍，20世纪40年代，青海
最早一批现代型美术人才诞生了，青
海画坛涌现出以方之南、郭世清、周
宜尊、李万霖、张之纲等为代表的追
求新美术思潮的青年画家。

这批画家勇敢地寻求突破，走出
故乡学习，得到了徐悲鸿、齐白石、张
大千等名家指点。

其中，1915年出生于青海乐都

的郭世清先后师从张书旂、徐悲鸿、
吴作人等名家。1943年，在重庆求
学的他曾与徐悲鸿合作《猫蝶图》。
画作中，徐悲鸿寥寥几笔，把猫的骨
骼、肌肉、动态描绘精准，富有情趣。
郭世清工笔画补景的彩蝶和茶花，也
很精妙。

青海西宁人方之南在外求学期
间，亦深得齐白石的赞赏。齐白石很
欣赏他画的一幅鸡，并欣然为之补
竹，合作而成《竹鸡图》。

自幼生活在青海西宁的张之纲
于1936年考入杭州艺专，受教于潘
天寿、林风眠等艺术大师。他在
1941年创作的《胜乎败乎》参加了彼
时的第三届全国美展，画作中，写意
的老虎与工笔的飞禽孔雀，在激烈的
打斗中两败俱伤，以此表达对战争的
不满和愤懑。

这一时期，青海的艺术家们上下
求索、学习积累，为此后青海美术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方之南、郭世清成为青
海现代美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高歌猛进
成就中国绘画史上的西部佳话

20世纪60年代，青海现代美术
迎来了高歌猛进的时期。

传统中国画在解决如何艺术地
表现现实生活方面跨出了一大步，油
画在探索民族化表现技法上作出了
有益尝试，雕塑版画及连环画等有了
长足进步。

根据《青海艺术史》，这一时期，
方之南的国画《收听北京广播》《昆仑
山下》，郭世清的国画《塞上行》《丰收
季节》、油画《控诉》，崔振国的国画
《翻身姐妹》，马西光的国画《新姐妹》
《春耕》，朱乃正的油画《金色的季节》
《春华秋实》，林一鹤的油画《临行》，
黄绍京的油画《青海草原》，以及梁守
义的套色木刻《欣欣向荣的草原》等
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其中，朱乃正的《金色的季节》
中，如雕塑一样矗立于画面中间的两
个藏族妇女正随风扬青稞，躯体健硕
而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令人难忘。这
是朱乃正在现代油画史上的成名作，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典型的“油画民
族化”的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7月，郭
世清、方之南、朱乃正三位青海现代
美术的开拓者赴京，为人民大会堂青
海厅创作陈列作品。

三位艺术家每天翻阅资料，挑灯
研究，设计草图。数月后，青海厅主
厅的几面墙壁悬挂上了反映青海风
光的巨幅生态画作：郭世清的青绿山
水水墨画《江河源》，朱乃正的水粉画
《柴达木》，方之南的山水国画《巍巍
祁连》。

三位艺术家如同三江源雪山草
原的三条泉溪，奋力奔流，激情洋溢，
成就了中国绘画史上的西部佳话。

《江河源》中，艺术家以酣畅淋漓
的笔墨、雄强遒劲的笔力，将青海高
原江河源头的神韵倾注于画中，将观
者带进奇妙、壮美、雄浑博大的三江
源头，领略祖国山河的雄伟。

艺术家们不吝笔墨，深情赞颂着
这块粗犷、豪放又充满雄风的土地，
赞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进入20世纪80年代，青海美术
进一步拓宽视野，艺术个性进一步张

扬。1982年，艺术家鄂圭俊的油画
作品《迎新娘》获“全国少数民族作品
展”一等奖。鄂圭俊曾在大草原上遇
见一群娶亲的牧民骑在马上唱着拉
伊，簇拥着一位新娘迎面而来。后
来，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这幅倾
注了他对牧区生活感情的处女作。
他的另一件代表作《春的脚步》获第
六届全国美展铜奖，作品以青海土族

“六月六”花儿会为创作题材，表现了
土族青年载歌载舞的欢乐场面。

大美青海，成为艺术家们源源不
断的创作源泉，让青海艺术家们为之
倾心。

西行漫记
众多名家不远千里汇

集青海创作写生

白云翻滚，牛羊成群，青海有西
北的雄浑粗犷。

油菜花的金黄、祁连山的苍翠，
青海是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

独特的景观，异彩纷呈的人文风
情，青海令无数文人画家神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我国许
多绘画名家不远千里“西进”，到青海
采风、写生、创作。

1941年，张大千取道兰州来到
青海，专程去塔尔寺参观学习临摹壁
画。在此期间，他画了不少山水、花
鸟和人物画，《仕女图》便是其中之
一。画中仕女风姿多彩，雍容华贵。
这幅作品，成为青海美术史籍中珍贵
的遗产。

吴作人在青海创作的写意画《牦
奔》，选材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
画面气韵雄浑，造型雄秀，含蓄中见
雄放，俊逸中显风骨。

黄胄曾在20世纪50年代多次
深入青藏高原，其国画作品《柴达木
的风雪》以精准的绘画语言，把拓荒
者的形象艺术地塑造出来。作品对
场景细节刻画精细，情景交融，曾获
世界青年联欢节优秀美术作品奖。

关山月于1978年秋天，从岭南
来到青藏高原。当他站在龙羊峡大
坝工地，施工机器的轰鸣声以及建
设者的雄姿令他激动不已，遂创作
了画作《龙羊峡》。画面上烟峡雾
石、激流飞瀑，是当时龙羊峡电站建
设初期的真实写照。

时至今日，艺术家们仍被青海的
独特魅力所吸引，源源不断地奔赴这
片神秘而美丽的热土。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艺
术家陈航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
1991年开始，30多年间，陈航持续前
往青藏高原，从雪域高原到大漠戈
壁，从川西高地到青甘草原，从天山
南北到三危山下，无不留下了他的足
迹，西部的天地成为他凝视的对象和
表现的内容，留下了大量西行漫记的
佳作，成就了壮阔的艺术人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员、著名书画家程大利认
为，中国西部独特的生态环境所展示
出的个性和意义，能够触动艺术家最
敏感的神经，能启迪艺术家对生命的
感悟和对宇宙的叩问，从而迸发出巨
大的创作激情。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用笔墨、用造
型、用油彩为之吟唱，为之抒怀。三
江源头，大美青海，正更加生动、明
媚，艺术化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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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兰世秋

青海，地处祖国西陲，雄踞
世界屋脊，三江之水从这里发
源，千百年的文明在这里沉淀。

一部长江文化史，半部中华
文明史。青海省作为长江流域
源头，其特有的地理环境与民族
构成造就了独特的源头文化。

《迈向美好生活》《雪岳造
境》《藏乡初醒》《西海谣》《金银
滩何止青》……今年5月，“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青海省第十五届美术作
品展览”在青海美术馆举行。

在这个五年一届的省级大
展上，各类画种交相辉映，历史
与现实交融，自然与人文并存，
生动的艺术语言展现着当代青
海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

美术馆内，大厅被一道形
似“峡谷”的设计切成两块，阳
光从“峡谷”顶端的彩色玻璃照
到建筑内部，地面上色彩变幻，
宛如青海美术异彩纷呈的发展
历程。

▲《迎新娘》 鄂圭俊 油画

▲《胜乎败乎》 张之纲 国画

◀

《
收
听
北
京
广
播
》

方
之
南

国
画

▲

《江河源》 郭世清 国画

潼南：打造六个“中国第一”让“潼南柠檬”香飘世界
地处北纬30度附近的潼南区，具

有偏酸性的土壤和便利的灌溉条件，
是种植优质柠檬的绝佳之地。

近年来，作为全球三大顶级柠檬
产地之一，潼南区没有满足于“靠天吃
饭”，而是依托柠檬种植、研发、贸易，
打造出全产业链。

走进重庆雪王农业有限公司，一
个个金灿灿的优质柠檬正在工作台上
完成筛选后装箱，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的蜜雪冰城门店。

“去年落户潼南后，我们便运用
蜜雪冰城的产业链条，将潼南柠檬送
到全国各地门店。”重庆雪王农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飞翔表示。未来，完
成出口备案后，重庆雪王农业将进一
步打开柠檬出口销路，发货量将呈阶
梯式增长，让更多的潼南柠檬走出国
门。

为什么潼南柠檬这么受到市场欢
迎？

据潼南区农业农村委主任胡广建
介绍，潼南区培育优质的“尤力克”品
种为主，该品种柠檬香气浓，果汁多，
柠檬酸含量高，具有良好的品种优势，
同时，潼南区建立起了柠檬产品可追
溯制度，成功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柠檬），使其成为柠檬特色农产
品加快出口转型、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的重要承载地。

事实上，为打响“中国柠檬第一品
牌”，潼南区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
大力推进农业品牌建设，打造“潼南
绿”“潼南柠檬”等区域公用品牌5个，
累计认证“两品一标”162个，为助推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民增收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去年召开的2023中国·潼南柠
檬产业发展大会上，潼南区更是提出
了未来要大力实施潼南柠檬优品工
程、智慧工程、强链工程、品牌工程、畅
销工程、共富工程“六大工程”，加速打

造“中国柠檬第一品牌”。
“通过实施‘六大工程’，我们将联

通国际、联动区域、联合企业，打造潼

南柠檬六个‘中国第一’。”潼南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

具体而言，六个“中国第一”即潼

南将建成年产苗1亿株的全国最大柠
檬脱毒种苗繁育中心，打造中国第一
柠檬种苗繁育高地；联动四川遂宁、
广安和重庆大足等柠檬产业联盟体，
联合四川、海南、云南等主产区，共同
打造千亿级世界级柠檬产业集群，把
潼南打造成中国第一柠檬核心产区；
依托重庆（潼南）农科城综合研发能
力等优势，打造中国第一柠檬产品研
发基地；搭建中国柠檬交易中心，加
强国际贸易交往，打造中国第一柠檬
出口基地；建成全球首个“数字柠檬
大脑”平台，打造中国第一柠檬数字
大脑；建设全国标志性柠檬特色小
镇，打造中国第一柠檬融合发展标
杆。

目前，持续推进的潼南柠檬“六大
工程”也正不断扩大柠檬产业的各类
版图，在“育好种、种好果、出好品”的
全周期品牌发展思路之下，潼南在柠
檬产品精深加工上发力，与地方企业

深度合作，研发柠檬果胶、柠檬精油、
柠檬汁等各类产品。同时，随着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纵深推进，国家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持续拓展，共建“一带一
路”的不断升级，“潼南柠檬”正借助

“通道”优势进一步开启了国际化之路
的新征程。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潼南正持续做实、做强百亿级柠
檬产业，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品牌和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

“面向未来，我们将坚持‘大产业、
大加工、大科技、大品牌’思路，加快潼
南柠檬延链长链强链，形成‘中国柠檬
看潼南’发展格局。”潼南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打造一个品牌、带活一个产业、富
裕一方农民、创出一方市场，潼南区打
造“中国柠檬第一品牌”指日可待。

王静 刘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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