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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经唐代变革，到宋代又一次成

为里程碑式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

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

在以地域作主导风格的前提下，在大自然最本

源的地理因素影响起到决定性作用下，自然山

川面貌本身就具有了特定的精神趋向，画家以

造化为师，山水画的风貌很自然地就反射出了

地域的精神面貌，南北的审美观念和画法也在

宋代山水画中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特点。当

今山水画发展面临着诸多的难题，也预示着诸

多可供选择的机遇。

中国是多山之国，地势西高东低。就海拔

而言，平均三千米以上的地区占大多数，这里

雪山巍峨、江河纵横、湖泊如星，以西部青藏高

原为中心的雪域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万山

之宗”“江河之源”。由于奇特的地质变化和神

秘的雪域文化，形成了其独特的雪域高原景

观，也形成了以雪域文化为主的高原文化体

系。随着科技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里神秘的

面纱被逐渐揭开，向世人展示出了其雄浑苍

莽、博大神奇、深沉肃穆、浩渺无垠的大景观。

这对于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大

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

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

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

提供了最佳环境，也给新时代山水画从自然面

貌和人文精神，从艺术观念到表现技巧上提供

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取向，又为山水画家提供了

一个展示才华，追求表现雪域高原山水画艺术

意境大气象、大境界的理想天地。

感悟雪域自然
用文化自信寻找雪域山水画意境符号

“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黄宾虹

著《虹庐画谈》），雪域自然气势雄伟，千里群

山，层峦叠嶂，众多山脉，竞相峥嵘，构成了自

然美、博大美、雄浑美的独特境界，这是一种慑

人魂魄的气势，使人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力

量。由于雪域自然独特的地理、地貌，形成了

不同于其他地域面貌和中国历代山水画景观

的意境符号。雪山、河流、草原、湿地、沙漠和

人文构成了其奇特的自然景观，成为山水画家

创造雪域自然景观意境符号的依据，同时也给

山水画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景观符号和审美

境界。而这些自然景观带给画家的是由特殊

的点、线、面、色的节奏韵律和中国画笔墨以及

各种肌里材料等构成的景观意境符号。如何

去发现创造这一景观的意境符号？首先要有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

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其独一无二的理念、智

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

信和自豪。中国山水画悠久传统的历史，是人

类文明的瑰宝，对世界认识中国形象，增进人

民的文化自信，重构新时代中国山水画具有无

可比拟的意义。

理解文化自信，用心感悟自然物象，每个

人的收获是完全不同的。山水画家在广泛接

触自然景观，通过对山水的审美静观体验后，

寻找自己的“母亲”，即与自己艺术生命血肉相

连的那方水土，并以全部心血和真情投入“母

亲”的怀抱。由于画家心灵个性、学识、修养、

阅历等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情趣和境

界，而画家对自然景观的感受越不同，所创造

出来的意境符号也就愈加独特。雪域自然特

有的景观会使山水画家萌发出特有的审美观

念，这种观念使画家产生出许多不同的意境

符号，用心了解自然、认识自然、感悟自然，要

求山水画家做到至真。山水画家在感悟自然

至真，表现物我二真的同时，自然也不断地改

变着山水画家。山水画家深入自然、感悟自

然，表现自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主客体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而这种关系越和谐，

山水画作品质量就会越高，因为山水画的灵

魂和山水画艺术精神的构建源于心有所得。

用文化自信感悟雪域高原的自然万象，将山

水客观自然中的“蒙养和生活”与主观相结

合，通过“神与物游”“心物交融”，掌握“一画”

之统一性，做到“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淘泳

于我也”（朱良志著《石涛研究》）。

认知雪域自然
用创造性转化发现雪域山水画意境符号

中国山水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屹立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家

园中 ，它是我们传承中华文脉 ，增强文化自

信 ，走向复兴的精神源泉和精神动力之一 。

千余年来，中国山水画艺术之所以经久不衰，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

创造性转化。人类最重要的智慧是创造，一

个山水画家如失去了创造，就失去了最本质

的东西。今之山水画大多数是按部就班地画

自己习惯性的东西，没有创造意识，而中国山

水画的审美一定要在文化层面、心灵层面、精

神层面上，而不是在生理层面。山水画家最

终的问题在审美层面。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

中，山水画家要有理性思维，这样感性思维才

能有高度，用理性思维来指导自己的高度，在

执行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感性思维，两者相辅

相成。应当看到，艺术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

由山水画家观念的进步而带来的，不是技术

水平带来的，技术水平只能带来技术上的变

化，而观念的更新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新，更是

整个艺术状态的变化。改变观念使山水画艺

术符号发生变化，指导创作并跟随时代，对新

时代山水画而言,是山水画家思维筛选后通

过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得出的景观意

境 符 号 的 全 部 。 这 条 道 路 的探索无疑是艰

辛、寂寞而漫长的。

探索雪域自然
用创新性发展表现雪域山水画意境符号

中国山水画的价值在于笔精墨妙所呈现

出的内在美，笔墨承载着山水画家的修养，承

载着传统历史文化的信息和中国人的审美标

准。山水画家同雪域自然对话，通过笔墨传

递思想，又把自然对山水画家的这种精神感

召呈现到作品里，这样的作品才真正具有价

值，而笔墨在这里扮演的是载体也是道，这是

中国山水画的特点。山水画作为表现人类空

间意识与精神空间的一种形式，是反映山水

画家自我文化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一种手段，

对当下山水画进行“创新性发展”是反映时代

的需要，山水画家应在对雪域自然景观感悟

认知的基础上，应用具有创新性的笔墨符号

和对具有时代审美特征的自然形象的选择，

赋予画面以奇特的精神蕴涵和时代意境。李

可染大师反复强调：“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

没有意境或者意境不鲜明，绝对画不出好的

山水画。”纵观中国山水画的历史长卷，不难

发现，不论写意、青绿、浅绛山水，不论表现技

法如何，都是画家在用心感悟自然的基础上，

通过画家大脑思维后创新性地再现于纸上或

其他媒质上，这种景观意境是画家多年感悟

同自然撞击的火花，所创作的作品绝不同于

对自然的模仿和罗列，而是画家内心精神的

写照。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从

人的本位出发，艺术的表现亦不例外。山水画

家由于受到中国历代文学家歌颂自然的影响，

加上老庄哲学思想的启发，对待自然是站在一

个欣赏者和参与者的角度，“道法自然”与之和

谐相处、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

种境界更加体现了当今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谐、

绿色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客

观世界更多的美往往是隐蔽的，又是无限丰富

的。在探索和创造雪域山水画意境符号的过

程中，就要我们探索者在“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与时代同行，发扬开拓创

新精神，“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

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章宏

伟译《苦瓜和尚画语录》），将中国山水画艺术

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峰。

□张海红

用文化自信创造雪域山水画的意境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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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青 海 大 剧 院

倾情演绎的“琴

音 倾 城 绕 长 风

—— 中 国 风 格

钢 琴 作 品 音 乐

会”就是苍海平

对 人 生 理 想 与

艺 术 追 求 的 圆

满阐释。

在 青 海 音

乐 界 可 以 说 不

知 道 苍 海 平 的

人 可 能 少 之 又

少 。 这 不 仅 仅

是 因 为 他 的 人

格魅力，而是他

对 音 乐 的 执 着

与 热 爱 。 对 青

海 音 乐 的 痴 迷

和眷恋，是因为

一 个 音 乐 工 作

者 坚 定 的 文 化

自信、文化自觉和努力讲好青海故事、中国故

事，传播时代声音的使命与担当。

生活中的苍海平，一袭休闲的服饰，一份

淡定的从容。随意而不拘浮夸；儒雅而不失

豪爽；严谨而不失幽默。对生活的热爱，对艺

术的追求，酣畅淋漓的表现在他的音乐创作

中。这次中国风格钢琴作品音乐会集中展现

了他一心耕耘、潜心创作、精心打磨、用心奉

献的人生愿望和艺术追求，是他智慧与才情、

音乐素养与审美理想的具象化、实践化的具

体表现。

音乐会上下两个半场。其中上半场由

“青海风情”5 首作品、“音诗四首”“节日欢歌”

1 首和变奏曲《新年好》四个小节组成。下半

场由“青藏高原素描”“中国组曲”“叙事曲《方

四娘》”“抒情圆舞曲”四个小节组成。

上下两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辉

映。在“青海风情”中作曲家汲取了青海汉

族、藏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中的典型音乐

进行了二次创作。作者突破传统音乐的壁

垒，将丰富的民族民间元素有机融入时代节

奏。一方面使听者在欢快、轻松、优美的曲调

中实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升级转化，充分调

动听者内心的渴望与希冀，使其随着音乐的

游弋，骑着思乡的野马，奔腾驰骋在故乡高

原。另一方面，表现出作者对另一故土的热

爱与钟情。在这里，作曲家把自己对传统音

乐、民族民风的认知、理解灌注其中，以丰富

多样的艺术技巧，酣畅淋漓的表达，颂扬了青

海之美，高原之魅。

与之前后呼应的则是下半场的“青藏高

原素描”。作曲家精心选取了沙、云、秋叶和

冬雪 4 个物象。很多人会觉得这四种物象并

不具备青海高原的特征。其实，作曲家的本

意并不是要像美术一样描摹具体的事物，而

是借助事物的本质特征，写意化的手法表现

生命之可贵，生命力之坚韧，美好之崇高。表

达作曲家对青藏高原深深的眷恋和敬意，是

青藏高原的一首写意歌。

而“音诗四首”中的《感谢》《热爱生命》更

是作曲家对人生、对艺术追求的直接表达。

也是对家人、故土、社会、国家回报的拳拳之

心。汪国真在《感谢》中写道：“让我怎样感谢

你/当 我 走 向 你 的 时 候/我 原 想 收 获 一 缕 春

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对一个艺术家

来讲，若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情怀，怎能创作出温润心灵、启迪心

智、激发想象，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

品。好的作品，源自对人民的热爱，对美好生

活的渴望，对生命的尊重。热爱生命意味着

风雨兼程、坚定不移拼搏奋斗。也正是如此，

无论是《一棵开花的树》《方四娘》，还是《大海

啊，故乡》《新年好》，美好总是在希冀中，在路

上，我们总是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

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让人们看到希望，看到梦

想就在前方。

“中国组曲”的演奏，让我们看到了作曲家

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有听

众这样说：“接地气的、多彩并融的、低调又奢

华的中国风格钢琴音乐会。多民族元素、青海

风情、雪域气息、中国组合”，还有听众这样说：

“这些作品具有中国独有的、包含青海不同民

族历史文化特质的钢琴音乐作品，诠释了中华

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确，不仅仅是“中国组曲”，就整个音乐会作品

而言，从作者自身创作的选择点、切入点到演

奏者以及在场的不同民族民众的兴奋点，无一

不感受到中华民族容纳百川的胸怀和各族人

民生死与共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中华民族勇于

开拓，致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念与

和谐发展的信心决心。

虽然音乐会已经结束，但余音绕梁。我

们相信一个热爱生活，尊重生命，执着于人民

艺术事业的人必将为青海的文艺事业作出新

的贡献，必将有更多的中国故事，青海好声

音，展现在中国舞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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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占 山 是 我 省 土 族 音 乐 创 作 和 研 究 领

域 的 代 表 性 人 物 。 他 的 作 品 深 植 于 青 海 高

原这片广袤的沃土，流淌着浓郁的少数民族

风格。

马占山的音乐研究之路源于 20 世纪 70 年

代，从最初的《战地打夯歌》发表于《战地新

歌》，到《美丽的土族阿姑》《龙王山下放牛羊》

等代表性作品陆续发表，如今已有半个世纪

了。多年来，他从未停下音乐研究之路，多部

作品及研究成果先后刊发在《战地新歌》《音乐

周报》《牧笛》《雪莲歌声》《群文天地》《音乐天

地》《歌曲》《黄河之声》等省内外音乐期刊，成

果傲人。

抒情是音乐的功能之一，是让作品情感丰

富、色彩多样、感情升华的重要武器。马占山

的歌曲具有很强的抒情性，时而悠扬深邃，时

而振奋人心，时而轻柔细腻，时而豪迈奔放。

不管是哪种风格，他总能找到最合适的切入

点，恰当地展开，以小见大。如由他重新谱曲

的吐谷浑古歌《阿干之歌》，其旋律悠长婉转，

意境深远，抒发了亲人之间的思念之情，很好

地表达了怀念之情。

创作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马占山的

作品极富艺术特色，这种特色来源于他丰富

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来源于他深厚的文化和

情感积淀，来源于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音

乐是时代与情感的结合，作曲家创作时要充

分展现老百姓的情感需要，准确把握音乐的

表现形式与手段，这样的作品才有真情实感，

才能打动老百姓。互助土族自治县拥有全国

最大的青稞酒厂，被誉为“青稞酒之源”。生

活在这里的人民爱喝酒，也特别注重礼节。

土族人的生活，离不开青稞美酒，也离不开与

酒一样醇厚、甘甜的音乐。马占山创作的《三

杯青稞美酒》《青稞美酒献神州》等歌曲便很

好地反映和表达了土族人民的酒文化及风俗

民情，很好地迎合了广大土族人民的审美情

趣，因此深受群众喜爱。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源远流长，马占山创

作的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族性特征。无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歌曲《清清亮亮的大通河》

《经堂里的妈妈》《走进门源城》《清清浩门河》，

还是近几年创作的《当太阳升起时的时候》《有

一个地方叫平安》《磨尓沟恋歌》《卓扎滩的娜

仁花》等，这些作品都源于生活、源于人民，是

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马占山在长期的田野工作中，曾记录过

数百首民歌，同时也改编过不少民歌。如《唐

徳格玛》《拉仁布与吉门索》《兴玛罗》等。这

些作品旋律柔和轻快、抑扬动听，有着浓郁的

民族风格和地域特点。又比如歌曲《柴达木

之恋》《吉祥青海》等作品旋律高亢悠扬、荡气

回肠，又带着西部民歌的传统特色，表现出了

西部人的豪爽热情。这些作品在西部地区广

为流传，尤其在土族人民群众中颇具影响。

特别是 2016 年，马占山知晓习近平总书记到

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视察后，用西北花儿

的音乐元素动情地的写下了《当太阳升起的

时候》，歌词感情真挚，旋律优美动人，群众更

是喜闻乐见。

马占山不同时期的声乐作品具有不同的

风格和特征，他不仅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

进，还加入了很多自己情感积累的体验，从很

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马占山创作歌曲的精巧

细腻以及独特的创作方法和情感基调。其歌

曲旋律的走向也非常顺畅优美，步步递进，

为 歌 者 完 整 地 表 现 歌 曲 意 境 和 内 涵 打 下 了

基础。

□马亚琼

浅议马占山的歌曲创作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青海画院副院长、青海省西宁市美术家协
会主席张海红生活在青海高原，对高原雪山的感悟和热爱，促使他常年在高原雪山上进
行写生，并创造了大量的高原雪山山水画。这也让他对高原雪山的山水画创作有了很
深的认识和研究，尤其是在雪域山水画意境符号的语言研究上有了自己独到的体悟。
本期“文化”特刊刊发张海红的文章，带领读者一起探究高原雪域山水画的魅力。

有雪皆图画 张海红画作

净湖水如月 张海红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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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春回家 张海红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