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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今日济南

1944年生于西安，
祖籍河北省束鹿县。国
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
协理事，中国美协国画
艺委会委员，黄胄美术
基金会常务理事，陕西
省第四届文联副主席，
陕西省美协名誉主席，
陕西长安画派艺术研究
院院长，陕西省第八届、
第九届政协委员。中国
人民大学培训学院客座
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客
座教授，西北大学兼职
教授。国务院授予突出
贡献专家。陕西省“德艺
双馨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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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赵振川

我学习中国画始于1962年，当
时国家遇到了大困难，我中专毕业
后在家无事可做，于是决定学画。
恰好当时原西安美协为培养青年
中国画作者成立了学员班，采用老
画家带徒式的教授方法。当时，石
鲁、何海霞先生及我的父亲赵望云
都带学生。在父亲和石鲁先生的安
排下，我进入了学习班。父亲请石
鲁先生做我的老师，从此开始了自
己的艺术生涯。由于当时环境特
殊，我学习中国画最初是从研究笔
墨开始的，可以说从未接触过素
描。几位“长安画派”大师的言传身
教、循循善诱，两年多在他们身边
耳濡目染，使我对中国画的笔墨技
巧有了初步认识，但真正踏上艺术
创作道路，那还是在此后的从不自
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地到生活
中去开始的。

1964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面对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
十字路口，到农村去还是留在美协
学习班，对一个20岁的青年人，做出
明确的选择确实非常困难。感谢父
亲，是他为我做出决定。父亲说，一
个画家脱离了生活是不会有出息
的。这样我去了陇东山区，一待就
是八年，“文革”后的70年代后期我
才辗转回到美协，走上专业中国画
创作岗位。

回顾多年走过的艺术道路，由
于一直是在“长安画派”老一辈画
家身边成长起来的，自己对注重生
活、尊重传统的做法自然欣然接
受，对生活和笔墨免不了有点滴体
会。

对待生活的态度，对画家来讲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作为学习
绘画的人，深入生活是一门必修
课，但同样是到生活中去，结果可
能大相径庭。有人带着速写本、照
相机，画了很多速写，照了不少照
片，回到家后却无法创作出新的作
品，或是作品传达不出生活的神
韵，好一些的也只是一幅写生。带
着感情，到生活中去认真观察，切
身体会，细心研究，深刻领悟，反复
深入，长期坚持了才有可能练就一
双猎隼般的慧眼，翱翔于生活的天

空，才能捕获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机警、敏锐的洞察力应是画家必备
的素质。当然这种能力决不可能是
天生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
从生活到创作，再从创作到生活的
不断地实践积累，反复磨炼出来
的。艺术家需要才华和丰富的情
感，这对艺术创作十分重要。同时，
才华和情感需要生活的滋养，需要
在生活之中将他们打磨得更加鲜
亮。生活能够唤醒潜在和沉睡的才
华、情感，为它们注入生机和活力。
没有生活谈何才情！才情首先是表
现生活对象的才情，这一点对画家
而言尤为重要。热爱大自然，热爱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带着感
情去观察，就有一种处处可入画的
感觉，使才华得到极大的发挥，这
是情感支配才华的一面。当然反过
来说，有才华，掌握丰富的表达技
巧和强烈的艺术表现力，才可能淋
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

回想起我在陇东山区近八年
的劳动生活，深感这段生活使自己
的人生得到了锤炼，思想情感发生
了变化，认识到生活的真谛，为以
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
基础，并使自己在近五十年中国画
创作的道路上获得了巨大的动力。
在多年下乡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我
觉得到生活中去犹如泡酸菜。菜需
要浸泡到菜坛中一段时间方可变
为酸菜。如果只是在酸汤中沾一下
就出来，菜是不会酸的。深入生活
也是这个道理，到一个地方去写
生，也需要一段时间并尽可能再次
下去，三番五次的体验，才能谈得
上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才可能画出
这个地方的味道，找出特有的笔墨
及形式语言。

记得十几年前，正是苹果花盛
开的春天，我到新疆伊宁，应一位苹
果园主人的邀请，去他们家作客。主
人的小土木屋坐落在园子的一角，
土木屋上挂着红门帘，屋子里地上
铺着新疆民族特有的大地毯，地毯
上的小桌摆满食品，土墙四壁的小
窗挂着粉红色的窗帘，温和的阳光
射入屋内，洋溢着温馨。主客围绕小
桌盘腿席地而坐，吃着香喷喷的点

心，喝着热乎乎的香茶，热情的主人
弹起冬不拉，欢乐的维吾尔族音乐
使小屋里充满欢笑声。我们又参观
了开满雪白花朵的苹果园，果园外
环绕着参天挺拔的白杨林。那种美
好的景致让我的心灵充满了无名的
感动，久久不能忘怀。新疆的小木
屋、开花的苹果园、参天的白杨林自
然成了我创作的素材。新疆的山水、
新疆的人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永难忘怀。

我以为深入生活，除了写生、
拍照外，和当地的老百姓交朋友，
对于体验当地风情，了解当地情
况，增加对生活的记忆大有好处。
生活中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的生
态关系应烂熟于胸。对大自然里共
性的东西有了整体的把握之后，才
可能去表现那些有个性的山水，去
画那些所谓的奇山怪石，尽管艺术
创作要求变、求新、求突破，但客观
自然的规律不能随意突破，在充分
调动艺术想象力，实现艺术新组合
的同时，应尊重大自然的法则。对
生活从外在的观察到内在的理解，
由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能够
全方位地增加创作欲望，提高创作
能力。在生活面前除了直观的感悟
以外，善于联想，由小及大，由近及
远，迁想秒得及情感的升华也会为
以后的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仃先生曾鉴于当时画坛的
一些潮流，明确提出了要“守住中
国画的底线”，即笔墨。这一提法使
我想起我在初入道时，先生们要求
我直接进入笔墨。对于笔墨的学习

要借鉴古人，要学习传统，更重要
的是要在生活中学习、创造，要通
过深入生活去发现和捕捉对笔墨
新的理解和感悟。虽然中国画的笔
墨程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通过
深入生活，把握时代精神，表现新
的生活，则完全可以为古老的笔墨
赋予鲜活的时代特征。关于这一
点，前辈们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
范。“长安画派”之所以得到广泛认
可，成功地运用不同于古人的笔墨
新精神，去表现社会、表现新生活，
应该是根本原因。

绘画的实质是在笔墨及形式
上寻求突破。有的人通过借鉴古人
寻求突破，有的人借助中西嫁接实
现突破，“长安画派”则是在深入生
活的前提下寻求画家精神情感的
突破。我们甚至可以断言，笔墨并
不完全是技巧和方法，更包含精神
和情感。老一辈“长安画派”画家之
所以在笔墨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正
是由于他们比较重视时代生活中
人的情感、人的感受，这是一种立
足本土着眼时代的笔墨创新道路。
生活在变化，时代在前进，丰富自
己的精神情感，激发自己的创作活
力，调整自己的艺术潜能的根本途
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深入生活。

创作要出新，其前提之一是笔
墨要出新，对笔墨的锤炼最终要落
实到创作。生活的积累和磨砺必然
服务于创作，并最终促成创作的新
突破。创作的过程是一个终生实
践、终身实验的过程。艺海无涯，吾
当终生以求。 （赵振川）

长安画派后继有人
——— 赵振川画展观后

□张仃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入

侵东北，中华民族命运垂危之际，中
国画处境也奄奄一息。一些画家借
机营名营利，或以之作为结识达官
显要的手段，或靠商品画谋生。这时
北方青年画家赵望云闯入画坛。他
以天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河北省
境内旅行写生，每天在报上发表作
品一幅，题材都是北方农村寻常百
姓生活。不论当时毁誉，这在中国美
术史上是件新鲜事。

抗日战争后期，赵望云先生由
四川到达西北，定居西安，直到全国
解放。他又与延安来的画家石鲁等
人，不断深入生活，钻研中国画笔
墨，画出了一批既传统又有新意的
新国画，于1961年以陕西美协名义
在北京举办首次中国画展，令人耳

目一新，不但有民族特色，又富地方
气息。“长安画派”以此成为新中国
画坛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也培养了
第二梯队，望云先生的学生中后来
有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都是为
社会所熟知的著名画家。

“长安画派”的口号是“一手伸
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但望云、石
鲁两位过早辞世，第二代方济众也
英年早逝，其他健将纷纷离开古城。
一个画派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有开拓
者披荆斩棘和后继者的共同努力。

“长安画派”的成就，有待史论家评
估，我作为一个中国画作者，感到这
一画派还有待继承与发展。

赵振川自幼追随其父，没有间
断过笔墨的锤炼。多年前艺术面貌
还离不开父亲的影响，近年来逐渐
发生变化，目前已“人到中年”，个人

风格开始形成，与父亲拉开了距离。
我认为艺术的变，是经过渐变到突
变的，这是艺术发展的正常规律。一
日数变，不是无知，便是骗子，很少
有这样的“天才”。举世公认的善变
大师毕加索，从古典主义到印象主
义、立体主义，是经过了艰苦努力，
甚至经过一定痛苦过程的。赵振川
的山水画，比之两年前的作品，有很
大的提高。他是流过汗水有过思考
的。

他的山水最大成就是有地方
特色，题材多数是大西北，选材新，
而又与传统笔墨结合起来。我欣赏
他的小品笔墨，尤其是西北雪景，
十分率真，十分生动。他有掌握大
构图的气势，如《戈壁春居》那幅表
现吐鲁番地貌气象的作品，古人无
此皴法。

几年来赵振川不断地在下面
跑，深入生活，完成了大批量的作品。
赵振川艺术上也很虚心，能及时关
注同时代作者的成就，广泛吸收“长
安画派”之外的长处。

有的同行评论赵振川的画有各
方面的影响。我以为这不足虑，吸收
他人的东西需要一个融会的过程。
也有同行认为，笔墨上细部锤炼得
不够。我也以为，这尤其需要时间与
一定过程，中国画家无不大器晚成，
衰年变法，倘过早成熟或定型，于未
来发展可能反而不利。

统观赵振川目前的山水画作
品，小品笔墨可取，大构图魄力雄强，
比老一辈有所出新。我为“长安画派”
后继有人称庆！
(作者系著名中国画画家、美术理论
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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