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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福安的《多彩青藏高原》
摄影作品展开展。作品画面中那温馨
真实的生活场景、风物山川的空灵意
蕴、人物的生命律动与精神力量，凝结
而成的地域特征展现，传递出真实、富
有厚度的视觉冲击力与文化感染力。

纵观影展，采风途中的民俗风情、
山川湖泊、藏家院落等都是张福安创
作的源泉。这次展出的 60 幅作品，以
纪实切入的艺术表达方式呈现，无论
是表现内容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审美意趣。一幅
幅作品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呈现出浓
烈的人文情怀。河畔浣衣的母子，神情
专注读经的喇嘛，满怀喜悦收获青稞
的农妇，负重背粪草的牧女，头触经轮
祈愿的老人，闪烁光影的佛教仪式，具
体可感的宗教习俗，宁静而庄严的寺
院，充分体现了创作者对待题材的敬
畏之心。

作品在特定的时空、典型的环境
中所展现出来的意象性和象征性的形
象语言，呈现出具有艺术魅力的民族
精神风貌。作品《转经老人》以仰视的
角度巧妙地避开了画面下部繁杂的元

素 ，简 约 的 蓝
天白云背景，突
出了主题人物的
形象，天人合一的
和谐美展现，让观者
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能
够感受到经轮旋转所蕴含的
深持于个人内心的信仰和精神追求。

作品《晨曦佛古寺》绝对是一幅令
人赏心悦目的佳作。巍峨的寺院虽然
在空间环境中占比很小，但局部光的
运用，使处在大面积暗色调陡峭山峰
下的寺院非常醒目。这种将看到的实
景山峰及人为景观，通过画面构成和
影调运用，展现出别样的视觉形象，看
起来比实景更气势宏伟、更耀眼、更具
神秘性。

磕长头是藏传佛教信仰者最虔诚
的礼佛方式之一。《朝圣路上》是一幅
反映藏民在冰天雪地磕长头的作品，
比我看过的其他作品更让人感到震
撼。画面中朝圣者冻僵肿胀的双手套
着木板，匍匐在雪地上向前而行，身后
大面积留白的空间布局，凸显他们匍
匐跪拜时划过的长长痕迹，生动刻画
了他们不畏艰辛、虔诚之至的最本质
的精神力量。

在交流切磋中，张福安说：“要想
作品出色，就要多在生活里泡。”我理
解这句话的含义，好作品是用脚丈量
出来的。近年来，他不但坚持深入生
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踏踏实实的
沉下去创作，还通过开展采风、摄影、
培训、点评作品等行之有效的活动，培
养人才、发现人才、凝聚人才。值得一
提的是，他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立
足本土文化创作，举办了以“黄土风
情”为题的《黄土情缘》个展，让观众感
受到了家乡黄土地的独特之美。

张福安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摄影
家，多幅作品曾入选国家级、省市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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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得到提升。我们
经常一起外出采风，他

不但善于拍身边的人和事，
也喜欢走出去拍摄祖国的大美河山和
风俗民情。从拍摄黄河风情到多次走
进青藏高原摄影创作，都展现了他对
不同民族风情的深刻了解和独特见
解。细品这次展出的作品，能够看到他
在创作时的心静与心净，这份心性充
分体现了他对民族文化的敬畏和深
情。

张福安曾在讲座中展示过这次展
出的摄影作品。讲座上，他围绕几次赴
青藏高原创作的经历，以崭新的视角
解读自己对青藏高原的情感认知，从
立意到物象选择，从留白到删繁就简，
从形式到内容表达，不仅对“美是理念
的感性显现”有独到的见解与感悟，而
且对光与色彩之间产生的视觉效应谈
了自己的感受。讲座传递出的审美心
境和审美感受，引领听讲者进行了一
次文化、审美的全新体验。

我俩在交流中多次就如何利用互
联网开辟线上展览渠道、摄影作品如何
营造“第三空间”进行交流探讨。在他看
来，线上展览让观众可以通过网络浏
览、转载和分享作品，使摄影作品的传
播效果得到指数级增加，传播得更快。
这次摄影作品展，不但在九龙山摄影家
画廊展出，也通过云端在线上展出，其
地域文化彰显的视觉感染力击中人心，
让人有种触及灵魂深处的感动。

往昔可追，未来可期。张福安现已
过上了退休生活，但我深信他会发挥
自己的专业特长，退而不休，不忘初
心，锐意进取，潜心耕耘，创作出更多
的优秀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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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流
传着无数动人的故事，这片土地上捧出了一
个个美好的祝福，这里的名字叫——新绛！

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们来到了新绛汾河
生态公园。远远望去，汾河像一条长长的巨
龙，横卧在绛州大地。走在林间小路上，闻着
沁人心脾的花香，看着在阳光下碧波荡漾的
汾河水犹如“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
红”。人们在这里跳舞、唱歌、锻炼身体，处处
都是欢声笑语。这里不仅“水清、河畅、岸绿、
景美”，而且“四季常青，三季有花”，堪比绛州
大地一颗璀璨的明珠。

汾河生态公园始建于2019年，景区东起
东环大桥，西至侯西铁路桥，全长3.76公里，
总面积 115.2 万平方米，其中陆地绿化面积
75.2 万平方米，水域面积 40 万平方米。公园
共有植物类型137种，栽植各种苗木1.1万余
株。自东向西规划三个功能区，即生态湿地
区、休闲运动区、郊野体验区，建有钟鼓广场、
乱锦飞鸿、亲水栈道、银杏大道、稚趣园、樱花
园等大小景点59处。

这里有新绛最大的生态公园，最美的景
观长廊，最长的汾河健身大道。“虽为人作，
宛似天成”的好景色，是汾河生态公园建设
的重大成果。从保障防洪安全，到提升群众
福祉，再到区域生态保护，打造了一方守望
群众生活的幸福高地，成为广大市民的城市
会客厅，是集健身、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多功
能公园。

治理汾河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18
年，新绛县有关部门邀请专家，多次进行现场
勘查并征求水利工程方面的专家意见，进行
公园建设。

2019年4月，这一浩大工程正式开工建
设。拓宽疏浚河道，建设上下游调控大坝，建设
两侧排水箱涵及两岸景观园林绿化……通过
在两岸城区地势低洼区域新建4座排水泵站，
使其满足区域排涝的要求。同时，在上下游建
设液压挡水坝和双向旋转坝，通过河道整治、
建坝蓄水，利用河道两侧箱涵、排水泵站，完善
防洪排涝体系，运用两坝调控，既能改善水系
面貌，又促进生态环境目标的提升。

听闻，在建设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个“小插
曲”。2021年10月正当公园建设即将完工之
际，一场60 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连下数天，建
好的公园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面对不可
抗力造成的灾难，建设人员积极应对。从领导
干部到普通职工，人人投入到这场保卫公园
的抢险之中。经过这场洪灾的浸泡，汾河公园
除花草树木外，硬件设施无一破损，工程质量
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一夜东风起，万山春色归。2022年5月，
历时 3 年、精心施工的汾河生态公园圆满完
工。而今，以汾河湾为背景，以古城旅游为依
托，以城市休闲为主题，以汾河湿地休闲景观
建设为重点，以汾河母亲河文化建设为内涵，
以亲水娱乐、生态景观为主要形式，构建汾河
生态公园旅游空间，一幅灿烂无比的美丽图
画展现在人们面前。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千
里最美家乡河，一方水域生态区。看，春天来
了，汾河公园柳树姑娘的头发长长了，变绿
了；蓝蓝的天空中，候鸟成群结队的飞来了；
水平如镜的汾河上，泛起了鱼鳞般的波纹，闪
着点点银光……随着汾河生态公园运营维护
的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优美、历史文化相连、
产业集群发展、基础设施完善的蓝图，必将在
汾河两岸落地，成为全县培育新功能、构筑新
高地、激发新活力、共建新生活、彰显新形象
的重要载体。

春暖花开，
去新绛看汾河生态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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