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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赵初初凡凡和和他他的的画画儿儿
赵初凡在生活中是一个不苟言笑

的人，但说到艺术，他倒打开了话匣子。
从诗歌、书法、绘画到围棋、吉他、篆刻，
滔滔不绝的言辞中，透露着他视野的开
阔不凡和对艺术的执著与敏感。作为一
个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军旅画家，赵
初凡经历颇丰，他曾在南疆轮战一
年，在炮火和硝烟中积累了精神的财
富和素养。从信笔涂鸦，出黑板报，苦
练书法，沉迷于金石，到进入绘画领
域后的触类旁通，他的艺术道路曲
折、艰辛而终有所成。

画身边的人和事儿

赵初凡的艺术创作面貌多变，早
期的《微山湖上静悄悄》和《通往蓝色
的诗意》等工笔作品，造型严谨，技法
精道；而现在的《少数民族》系列和

《尚宠》系列却又放松恣意，写意传
神。仔细观察赵初凡作品的创作背景
便不难发现：他的作品风格一直是紧
扣自己的生活脉络，描写身边的人与
事儿。2005年之后，赵初凡爱上了那
些更加逼近内心，注重观念的题材，
一系列能准确反映都市人生活状态
和当下社会现象的作品，也一次次触
动着他向内心深处挖掘迈进。

随着赵初凡的创作主线从工笔
到写意的成功转型，他得到了业界的
很多赞许和认可，这除了得益于他的
篆书造诣、速写和造型基础外，也与
他敏锐的艺术感知十分相关。脱离严
谨的工笔题材，转到用笔恣意的写意
创作，赵初凡打开了一个令自己欣喜
的全新领域。写意这一中国画中最具
韵味的艺术，也以其纯粹和原生的独
特特质引领他一路前行。

意笔写真更取神

“意笔写真”是赵初凡这批写意新
作的艺术主张。在他看来：仅仅以简练
之笔勾勒景物的神态还远远不够，他从
写实中走来，更倾向于探索写意和写实

相互融合这一区间。所以他提出的“意
笔写真”的观点，便是期待通过写意来
表现物象的真实面貌，并与传统写意区
别开来。他提倡用简练之笔来取物象之
神，画面整体写意，局部写真，使描写对
象具备写意之简练松动，又不乏写实之
精巧逼真，给画面带来了独特效果。作
品《飞翔》系列，便是赵初凡意笔写真的
代表作。在这批作品中，他将远山近景
统统简单化，松动随性的笔触中实虚对
比，显现了远山的苍茫和天空的浩瀚。
上空盘旋的飞鹰眼神犀利，俯瞰大地，
浓墨晕染的翅膀厚重有力，羽毛细微，
眼睛传神，让写意之作多了写实的形神
肖似，也显示了其扎实的造型和描写能
力，以及以繁化简的概括能力。

为人作艺的“真”、“和”、“个”

赵初凡在艺术创作和生活中强调
“真”、“和”、“个”，这三个字看起来普通
常见，但咂摸起来却概括了艺术创作的
关节点。艺术需要真性情，这不难理解，
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把笔墨的真实味
道、内心的真情实感和艺术的真、善、美
铺陈于画面，把艺术质感传达给观众。
而“和”与“个”这两个字，则可以通过他
的工作室来思考。赵初凡的工作室在北
京何各庄，他为工作室取名为“和个
居”，并配对联为“和为贵在，个有真
当”。这其中的“和”，当然是指在生活中
平顺温和地对待他人。而“个”则是要在
艺术语言中形成张扬奔放的个人风格，
避免程式化、庸俗化和随波逐流的特
征。

毋庸置疑的是，从民族风情系列中
的强烈光影，到观念性极强的《背景是
春天》，从淡墨水痕淋漓发挥的《飞翔》
系列，到贴近生活反映当下的《尚宠》系
列，这些符号性明显的烙印，都说明了
赵初凡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水墨语言。评
论家无需给他的作品“上纲上线”，笔者
也无需对他吹捧有加，也许仅一句“一
看就是赵初凡的画儿”，便是对他最好
的赞扬了！ (贾佳)

1964年生于山东省潍
坊市，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
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解放军总
参美术创作院艺术委员。擅
长人物画，工笔写意兼具，
花鸟山水、书法篆刻多有涉
猎，并具有良好的诗文修
养。绘画尤其以表现水墨见
长，艺术风格另辟蹊径，特
点突出，氤氲华滋，气格古
雅，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绘画
语言和审美体系。其作品入
选第八、九、十届全国美展；
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军
美展并多次获奖；荣获国家
文化部美术“金彩奖”、“群
星奖”、总政治部“解放军文
艺新作奖”。多幅作品被中
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
院、军事博物馆等专业部门
收藏。

◇赵初凡

▲背景是春天 136x68cm

▲瑶族舞之一 68x136cm

▲尚宠一 68X68cm▲回到布达拉 126X126cm

战地对联趣味足

赵初凡爱写诗，却没有作诗人的妄念，只为一份
心情。写诗之外，他还喜欢怀着这份心情，随口编上几
幅对联。翻他的《死神》手记，看到这样一个对联事件，
颇有意思。背景是战地前线的饭堂建成，赵初凡为各
班写的对联。一班是：酸甜苦辣咸满口馋涎，凉热荤素
鲜肚儿溜圆。二班：炒菜少佐料诸君莫笑，吃饭闻火药
别有味道。三班：顿顿不离辣椒群山见怪，餐餐汗流满
面清风知心。后又受指导员委托，为连部饭堂撰联：油
毛毡塑料布都云陋室，老山兰芭蕉树何陋之有。军区
宣传部副部长刘恒生来阵地视察，看到这些对联非常
高兴，写进报道，并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并名之为“战
地对联”。从此“战地对联”在老山前线兴起。

《尚宠》系列挺有琢磨头儿

赵初凡的《尚宠》系列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命
题。物质生活的提高带来了宠物热，这一普遍现象
的背后，是物质前行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相对失落。
心灵被物化了的世界冷遇，人需要一个倾诉内心
的聆听者，和一个释放抑郁的对象。而宠物便是无
言倾听者，它担当起了承载人类抑郁的心理医生。
在宠物面前，人把伪装卸掉，可以放纵，可以撒娇，
可以狂妄，可以卑下，把本质的内在释放，不存在
失态。他通过描绘人与宠物的各种情态，从人性的
角度触探了人的心灵家园。

我可以这样画画

关于这批写意作品，赵初凡坦诚又自谦：“这几年
我把夸张变形的感觉在生宣上尝试，就有了这一批水
墨写意习作。尽管是初试，却让我体验到了新的意趣，
我可以不必反复涂改草图而直接在生宣上演绎水墨
的五彩，我可以更直接地让我的情绪变成形状，我可
以这样画画，我向自由表达的梦想推进了一步。画成
这副模样我也有些意外，可以说焕然一新，也可以说
面目全非。可以说一个新我，也可以说失掉自我。我既
不敢太兴奋，又多少有点不自信，“我可以这样画画”
是不是该加个问号？不管怎样，我要把这批画拿出来
给朋友们看看，好坏由它去，重要的是，它留下了我那
段时间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葛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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