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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

自贡文旅：整合资源 做大

文旅市场
今年以来，央企和地方国资

重组步伐不断加快。在国企并

购重组的改革大潮中，大型文旅

集团的组建是其中重要组成部

分。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全国各

地已经组建了 100 多个大型文

旅集团。地方资产良性重组、优

势产业的融合发展，都交付在这

批文旅集团身上。

“丹青难写是精神。”艺术不是无根之水，艺术家需要熟悉和了解传统文化和民族遗产，才能创作出有根基的作品，才

能从骨子里找到最美好的东西。作为画家、收藏家、藏学研究家的叶星生常说：“我是以艺术家的眼光来搞收藏，有了藏品

便进行研究，研究的成果又来提升、滋养我的绘画，三者相辅相成、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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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军事文化遗产景区的运作

之道
时至今日，在保护开发的前

提下，海龙屯遗址利用故事内

容，通过游客体验和服务来体现

海龙屯作为中国土司制度变迁

和民族融合的象征，正在打造一

个以历史、人文为主题的成功景

点和综合性旅游文化度假区。

在海龙屯景区的打造过程中，如

何协调遗产保护和景区发展，应

遵循哪些原则，如何提升游客体

验？采用怎样的运作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 CHINA CULTURE DAILY

收藏长廊

大众艺术品消费时代的来临
艺术与我们生活越来越近，

艺术消费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

化。除了简单的买卖艺术品，艺

术电商、艺术商业中心，甚至艺

术小镇都逐渐兴起，占据我们生

活的一部分，艺术对于人们来说

不仅触手可及，更是与生活融为

一体。如今，艺术消费成为热点

问题，无论是艺术界、时尚界，还

是商圈，都十分关注，并带动艺

术进入日常生活，成为生活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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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合作《艺术市场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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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收入达1050亿元

第16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8月2日在上海举行，并发布

《2018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游

戏市场销售收入1050亿元，同比增长5.2%。与此同时，中国游戏用户规

模达5.3亿人，同比增长4%。

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中移动游戏市场销售收入为634.1亿元，

占比逾60%；客户端游戏市场销售收入315.5亿元，占比约30%，移动游戏

仍是中国游戏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增速已明显放缓。

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在国内市场销售收入798.2亿元人民币，实现

海外销售收入46.3亿美元。游戏产业与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等数字内容产业

的互动进一步加强，数字内容产业细分领域加速融合，产业链条逐渐完善。

□□ 本报记者 李琤 景晓萌

叶星生，因多次将珍贵唐卡、西藏

民俗物品等数千件个人收藏捐给国家

和寺庙而备受关注，是众所周知的收

藏家和藏学研究家。但叶星生始终坚

持自己的“第一身份”是画家，他的“藏

派丹青”从未停止过耕耘，其笔下绘出

的都是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美好。

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

艺术合作论坛上，记者有缘走近叶星

生，走近这位用尽一生时光、凭一己

之力不懈地为藏文化的传承发展而

努力的艺术家。作为画家，叶星生像

一匹野马，无拘无束，任性地奔驰在

国画、布画、壁画、雕塑等各个领域。

作为收藏家，叶星生大开大合，收了

又捐，捐后又收。

如今，除了收藏，他还在创新西藏

布画、结合水墨语言和唐卡艺术形式

的宗教主题绘画、融藏品和创作于一

身的拓绘系列作品，让古老的藏文化

符号活跃在当代艺术语境中，与不同

的艺术语汇碰撞出蓬勃的生命力。

藏派丹青：为西藏讴歌

“我原本就是一个画家。”在收藏

家和藏学家的名望日益掩盖叶星生艺

术创作成就的今天，每次见到新朋友，

叶星生都会在开篇这样介绍自己。

叶星生的身上有四川人的典型特

点，个子不高，眼睛大而有神，说话语

速快且眉飞色舞。他的话语中既有川

调也有藏腔，来北京后也染上了京

韵。虽年近古稀却思维敏捷，谈起往

事如数家珍。他在创作和收藏上获得

的成就，绝非偶然天赐，而是默默耕耘

的结果。

1979年创作的布画《赛牦牛》是叶

星生的成名作，这个既有传统藏画特色

又有国画风韵的作品曾经难倒了美展

评委，因为这种在棉布上的绘画无法归

入已有的画类，最终只得按画布材质被

命名为“布画”，并在《人民日报》《中国

书画》等报刊上作了刊登介绍，从此开

辟了沿用近40年的“布画”种类。《赛牦

牛》在获得西藏自治区美展一等奖、全

国美展二等奖之后，叶星生被邀请为人

民大会堂西藏厅创作壁画。

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至今还保

留着叶星生1980年作为组长带队创作

的《扎西德勒》等七幅壁画，藏语“扎西

德勒”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扎西德勒》

借鉴了藏画的对称布局及装饰技法，

全画采用三个不同的圆形画幅，中间

的圆形画幅中，以一组藏历年的供品

摆饰“羊头、青苗、吉祥双斗”等为圆

心，围绕着 13个跳锅庄的藏族人民形

象。整幅画作背景中有布达拉宫和红

日，展现出藏历新年的欢庆场面。

这幅作品高 4.5米、长 18米，共有

71个人物、49种动物，从 1980 年始至

1985年底，反复设计了19稿，用了 5年

时间完成。只有真正熟悉和了解藏族

人节日习俗和思想感情的人，才能准

确把握壁画的内容；只有深入学习过

西藏传统绘画艺术的人，才能找到最

好的表现形式。叶星生凭借 20 年来

对西藏的丰厚积累，成为创作的不二

人选。

出生在四川的叶星生，从小跟外

祖父生活。在6岁的时候，幸运地遇到

住在同院的四川画家冯灌父。在冯灌

父的鼓励和帮助下，叶星生开始接触

艺术，并沉迷在画画之中。在小学期

间，叶星生又受到美术老师陈道尊的

偏爱，开始系统地学习水彩画。之后，

更进一步得到画家周子奇、陈亮清传

授国画。进藏后，他成为拉萨中学第

一位汉族学生，有幸拜入西洛——十

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宫廷画

师、后藏地区勉萨（新勉唐）画派第六

代传人的门下。在人民大会堂创作期

间，还与画家李苦禅有过深交，得到了

他的言传身教，李苦禅为叶星生提笔

“藏派丹青”，为其指明创作方向。

除了名师的指点，叶星生几十年

如一日的临摹写生也为他的创作打

下了深厚底子。入藏后，叶星生谨记

老师周子奇的叮嘱，“要好好临摹藏

族传统壁画”。于是，他几乎跑遍了

西藏的神山圣地、民舍古庙，速写、临

摹、拍摄了近千幅画稿，整理了数十

万字资料。

《扎西德勒》的创作过程对于叶星

生而言是一次极其艰辛的磨练，也是

一次绘画技艺的锻造。在完成《扎西

德勒》后，叶星生的艺术个性日益鲜

明，先后以藏式绘画风格创作了年画

《布达拉宫祥云》《珠峰叠彩》等，在继

续“藏派丹青”欢乐、明快风格的同时，

叶星生不拘泥于固有风格，在传统和

现代、借鉴与继承之中，以真实和自我

再现了自己理想中的艺术境界。

《原野》《藏风》《极地》《雪域之歌》

等作品一改明快的画风，转变为对内

心的探索和思想实践。有人说《原野》

是叶星生对西藏的独特理解。在《藏

风》《高原魂》的创作中，叶星生用自己

的藏品形象构成画面主体，这种独特

造型和实物感也给画界带来了一股清

流。如此“绘”画好像是一种写真，但

内涵却超于物体本身，叶星生是用现

代人的感情，表现了自己对藏族文化

的崇敬之情。

这种在当时还不成熟的创作手

法，在后来叶星生的创作中得到了巩

固和加强，他越来越坚定这种创作的

可行性。他让这些远古的作品在画布

上得以“新生”，也使得现代与传统得

以完美结合。在叶星生看来，这是与

古人对话、交流，并与之合作的结果。

藏而予之：大舍大得、初心不悔

“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思想、

我的全部均受益于西藏民间艺术和我

的收藏；而我的青春、我的热情、我的

钱财、我的全部也抛洒于西藏的一草

一木、大山大河，而绝不悔改，今生今

世、来生来世我都愿在这条路上走下

去，这条路通向天国、永无尽头。”

凭借《扎西德勒》和“藏派丹青”的

影响力，叶星生本该顺势将自己的绘

画保持下去，但他却在艺术创作风生

水起之际，一头扎进了西藏文化的海

洋，倾囊收藏并沉醉其中。

收藏，对于叶星生来说，最初是无

意识行为，是出于对美的不舍和保

护。在他 13岁有了第一件藏品之后，

他渐渐关注这些被人忽视的古老的东

西。他最初的收藏里便有挽救、保护

的动机。

2003 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

救工程”开始启动。“那些唐卡、印经

版都太美了，却被当成柴火煮饭。我

太难过了，只能通过钉门板、背面抄

写语录等‘伎俩’，将它们保留下来。”

叶星生说。

“纸包不住火”，叶星生因为一幅

铅笔素描的维纳斯裸像被扣上了“迷

恋封资修”的罪名，所有的收藏品都被

抄走。历经浩劫的悲痛，在后来叶星

生创作的《洁白的毁灭》中有所体现

（见右上图）。“无数传统艺术和古老文

明在大火中涅槃，那些碎片、灰烬是降

给人间的灾难。”叶星生说。

叶星生真心实意想将藏民族的文

化遗产保留下来。于是，仰仗着卖画

的资本，他开始四处寻觅民间宝物。

只要见到好东西，他总是倾尽所有将

其纳入囊中。在拉萨有名的民间艺术

聚集地——八廓街上，叶星生获得了

大量收藏。

有钱人搞收藏，是拿多余钱来调

剂生活，叶星生是用生命在收藏，他

的工资、稿费、卖画的钱全部花在了

收藏上。为了收藏，他节衣缩食，倾

其所有，卖画、变卖家产，甚至将母亲

为他准备订婚的金首饰也换成了钱

购买藏品。

在叶星生的眼中，每一件藏品是

一种工艺、一种智慧，数十件展品组合

在一起则表现出了一门学科、一种文

化，将所有的藏品组合成一片，便是藏

民族一段辉煌的文明与历史。叶星生

说：“我每获得一件藏品，便获得了一

种知识，一份对藏民族的理解和敬

重。获得几千件藏品之后，我才懂得

这个民族的分量有多重，这些可能连

藏民自己也不知道。西藏文化和历

史，就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一刀一斧

凿出来的，一脚一步走出来的。”

1999年，叶星生做出了一个惊人之

举，将 30多年收藏价值 8000多万元的

2300 件藏品捐给西藏自治区政府。

2003年，他又一次将自己重金收藏的国

家一级文物“马头明王堆绣珍珠唐卡”

无偿捐给西藏色拉寺。

历经艰辛积累的“收藏王国”，却

在一念之下重归于零。“如果从市场经

济的角度看，我确实是别人眼中的疯

子和傻子；但是从人生价值、从收藏的

文化意义和对文化的保护作用看，通

过收藏、捐赠所获得的是一笔用金钱

无法计算的精神财富。我喜欢这片土

地和人民，只是做了想做而且开心做

的事情。”叶星生说，“对于我的收藏，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建一座叶星生收

藏博物馆，让我的藏品为大家讲述西

藏的故事，让更多人爱上西藏和灿烂

的西藏文化。”

拓绘经典：与古对话、与今共赏

“各种艺术手段属于人类，我愿全

部拥而有之，我愿有三头六臂、七十二

般武艺来表达我的感情，人不应在固定

的形式中限制了创造，而应该在创造中

找到更多更好的形式。”叶星生说。

中国收藏家协会原常务副会长杜

耀西曾这样评价叶星生：“如果将叶星

生的藏品折算成财富的话，他可以是腰

缠万贯的大富翁。然而，叶星生收藏的

藏族艺术精品，不是作为自己的财富，

而是作为民族的财富、国家的财富。”

叶星生的收藏不是为了投资，而

是为了艺术的鉴赏与积累。当藏品令

他对藏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理解达到一

定高度时，他又回归绘画，用艺术的方

式表达其对藏文化的阐释和对生命的

解悟。

叶星生说：“作为艺术家，不应该总

是一种套路、一种模式，而应该用‘三头

六臂’来施展才能。应该在不同时期根

据不同的对象画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别把画作搞‘油’了、搞‘腻’了。”

▶下转第 02版

叶星生：为西藏而守望 为藏派探创新

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主体壁画——《扎西德勒》图 1800×450厘米

洁白的毁灭 叶星生 叶星生工作照

叶星生《赛牦牛》全国美展二等奖 中国美术馆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