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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创作源泉
赵振川

我学习中国画始于 !"#$年，当时国家的经济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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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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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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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后期我才辗转回到美协，走上专业国画创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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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点滴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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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创作到生活不断地实践积
累，反复磨练出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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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生活之中将它们打磨得更加鲜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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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生活何谈才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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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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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需要浸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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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来，菜是不会酸的。深入
生活也是这个道理，到一个地方去写生，也需要待一段时
间并尽可能再次下去，三番五次地体验，才能谈得上对一
个地方的了解，才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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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们家做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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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着新疆民族特色的大地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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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维族音
乐使小屋里充满笑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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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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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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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想妙得及情感的升华也会为以后的创作
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于中国山水画创作，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是除了研
究理解传统法度外，生活中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的生态
摆布应烂熟于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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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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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国画创作的道路上获得了巨大的动力。

张仃先生鉴于当时画坛的一些潮流 *明确提出了要
“守住笔墨的底线”。这一提法使我想起我在初入道时，先

生们要求直接进入笔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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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前辈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
范。长安画派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可，成功的运用不同于古人
的笔墨新精神去表现社会、新生活应该是根本原因。

绘画的实质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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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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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

创作要出新，其前提之一是笔墨要出新，对笔墨的锤
炼最终要落脚到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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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赵振川先生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
觉：他为人朴实厚道，谦逊随和，但又不失原
则；他长期担任陕西美术家协会重要职务，不热
衷于搞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大活动，而乐于忠实地
为艺术家和社会大众办实实在在的事；作为艺术
家，他像农夫一样，勤勤恳恳的耕耘，但他钻研
“耕作”原理，讲究收获。在他身上，我们看到
刚柔相济的品质；他的艺术创作，具有兼收并
蓄、广采博取又敢于自立面貌的特色。

赵振川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
陶，其父赵望云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除
随父学习中国画外，并受业于石鲁、何海霞等大
家，深得他们的言传身教。加之从小和父亲的学
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人一起生活，自然也
受到师兄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艺术成长过程中
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确实给他未来艺术道路奠
定了坚实基础。不过一般说来，名人的子女虽条
件优越，往往因有父辈大树遮蔽，很难脱颖而
出。他们要想有所作为，不仅要有志向、要勤
奋、要有机遇，还要看自身的艺术资质。古今中
外，也不乏名人子弟做出一番事业、在历史上留
下业绩的例子，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米芾、
米友仁父子，大仲马、小仲马，梁启超、梁思成
父子……赵振川凭借自己的艰苦努力和自己的天
分，积蓄了在艺术上拼搏的韧性和胆识，他和他
父亲对“长安画派”相继做出的突出贡献，已成
为当代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赵振川之所以能在绘
画上达到如此成就，主要
是他坚持不懈长期奋斗的
结果。青年时期，他在陕
西、甘肃两省交界处———
陇东山区插队八年的生活
经历，为他了解社会、了
解大众、了解大自然提供
了难得的机会。进入画界
之后，他始终按长安画派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
向生活”的主张严格要求
自己，足迹遍及关陇、秦
巴、陕北等地。不同于一
些人一次性的“采风”方
式，赵振川经常到秦岭、渭
北、陇山等地，从生活中汲

取创作的灵感。其成果反映在 !""'年在中国美术
馆举办的个人画展上，其脚踏实地的作风和格调
不凡的画作，引起社会关注，也给美术界输入一股
清新的空气。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更加自信与从
容地埋头苦干，紧紧抓住传统与自然这两个环节
不放。他钻研画史、画论，领悟艺术规律，撰写了不
少关于中国画创作理论的文章，探讨笔墨精神与
技巧以及中国画品评标准等问题。他坚守“长安画
派”的理念，但在艺术语言上他却不拘于承继一家
一派，善于广泛吸收。例如，他在与南方大画家刘
海粟、陆俨少等人的接触中，就得到不少包括笔墨
语言在内的艺术启发。

在赵振川深入钻研中国画创作的过程中，他
遇到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突出问题：如何处理笔墨
与丘壑、境界的关系，如何解决写生与创作的矛
盾。对前者，他反对唯笔墨论，他既重视笔墨又重
视丘壑，更进一步追求境界。他从不追随前人的笔
墨符号而注重表现笔墨精神。我们看赵振川的画，
发现他的每一幅画都得益于客观自然的启发，程
式化的笔墨在他手下因表现对象和主观感受的不
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面貌和风采，达到一定的境
界。如果说，他的早期作品还留有父亲赵望云的痕
迹，那么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绘画语言逐渐变得
凝重浑厚、宏阔大气，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山水画家必须尊重自然，必须注意对客观山
水的观察与体验，而观察与体验的有效途径便是
写生。不过，中国画写生是个广泛的概念，可以
是对景写生，可以是印象写生，可以是默记，尔
后凭回忆的写生
……一幅好的写
生可以是一幅好
的创作，也可以
是创作的准备。
赵振川有自己的
写生观与创作
观，他说过一句
发人深思的话：
“写生不仅需要
尊重客观，还要
会编，我的画就
是在生活的基础
上编出来的。”
编，就是艺术家
不依赖于对自然

山水的模仿，而是以它为范本发挥想象力的重新
创造。对景的直接写生对一般艺术家来说，不会
是大问题，但要以写生为基础去编成一幅好的绘
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有生活阅历、艺术
修养，要深入掌握中国画的写意特性。赵振川之所
以敢于编和善于编，是因为他一有生活，二有修
养。他心中装有广阔的大自然山水的资源和古今
绘画的经典，他又善于用自己的智性与悟性去消
化和融会他们。有前者，他的画始终有一股动人
的勃勃生机；有后者，他的画温文尔雅、耐人寻味。

赵振川的画何以有如此不凡的品格？不妨看
一看他对自己作品的评说：“我的画有猛气，但
底子是醇厚、温和，是儒家的中庸。中国文化的
精髓就是中和之美，没有这点难成正果和大气
象，因此要在这上下功夫……”赵振川把中和之
美立为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并作为自己奋斗和
追求的目标。而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走进赵振川
的绘画世界。
“中和”这一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源自儒

家的中庸之道。中和，是讲事物的对立统一，不
取一，而取二，使他们辩证、和谐地相处。从中
和的观点看世间万物的生长、发展与变化，皆离
不开这个规律，绘画也不例外。绘画创作涉及的
各种问题，莫不需要用中和的理论去解决：大至
主体与客体、传统与生活、写生与创作、语言的稳
定性与探索性、法则与变革……小至绘画实践中
遇到的课题：虚与实、轻与重、繁与简、疏与密、方
与圆、浓与淡、墨与色，等等。绘画是门手艺，这门

手艺中无处不充满着辩证的哲学原理，从这个意
义上说，绘画是充满哲学意味的诗性艺术，中国画
尤其是如此。中和含有折中的意思，但不是折中主
义，因气质、素养和随机应变能力的不同，艺术家
在处理与创作有关的各种矛盾中，必然自觉不自
觉地使一方占有优势，显示出其主导的一面并兼
有另外的品格，而产生风格面貌的千变万化。由于
赵振川深谙艺术的中和之道，他在处理这些关系
时能得心应手、驾驭自如。赵振川作品的“猛”，来
自西北大自然的浑茫，来自他胸中的大气，来自他
笔墨语言的自由随意和看似漫不经心的点擦皴
染。赵振川作品的“温情”，来自他对西北山水中诗
意的发掘，来自他性格的厚道与纯朴，来自他笔墨
语言的抒情与写意。在技巧上，他善于处理黑白、
疏密关系，善于在画面上有机地穿插线与块面
……他的笔墨泼辣圆融，凌而不乱，破笔破锋，气
势恢弘。无论从审美情趣、精神蕴藉，还是从笔墨
方法、图式结构来看，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西
北的山水成为赵振川寄托审美理想、抒发性情的
载体。在他的画中，总体的格调、意趣，都是由心中
的感动而生发。他重视精神境界的总体把握，同时
从不同的着眼点和用多种手段阐释个人的情感，
弘扬传统的精神，表现时代的律动。他的画有气
象、有品味，耐看和经得起推敲，不仅在当今陕西
国画界独树一帜，在全国山水画领域也因面貌新
颖和有独创性，而受到人们的赞扬。

相信以中和之美为艺术理想的赵振川，还会
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迈开更雄健的步伐,

金台记：

长安画派，作为 $(世纪出现在中国画坛的三个影响巨大的画派之一，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

献。

赵望云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国画大师、$(世纪中国画坛大众化艺术思潮的先驱，也是“长安画派”的奠基

人。$((&年 "月 !$日，在赵望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其子女赵振川、赵季平等家族全体，将赵望云 -.%幅遗

作无偿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这是中国美术馆建馆以来数量最大、最为系统之捐赠，京华震动！这样的义举体

现出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家族，必将被载入史册！

赵振川，作为一代绘画大师赵望云的儿子，自小就沉浸在文人荟萃、高朋满座的浓厚文化氛围环境之中，

具有着优越的艺术熏陶条件。小时候艺术大家们的高谈阔论，对绘画的真知灼见、精辟论述或论争，以及父亲

高尚的人品、高格的画品和崇高的精神，均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绘画艺术上，赵振川不拘泥于对“长安画派”老一辈绘画传统的继承，还多方取法，转益多师，依靠自

身深厚的文化底蕴、绘画天赋和刻苦精神，大量学习、消化、吸收，在对中国西北高原的反复描绘中，形成了

自己的绘画语言。读他的山水画作品，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深刻掌握中国画之笔墨精髓，以精道的笔墨表现

着文化精神、个人思想、精神情感和生活感悟。

“长安画派”老一辈的优秀传统，在笔墨上注重追求一种民族的精神、时代的精神。这些在赵振川的做人、

做事、绘画等方面都有良好传承，也正是这些使他成为了“长安画派”重要的代表性画家之一。“长安画派”

的再续辉煌还是要靠作品说话，正如赵振川先生所言：“‘长安画派’严格说是一种精神，不是实体，是文化

的路线、精神。画家最终是通过作品、艺术劳动、艺术路线去说话，通过艺术方法、艺术思想去说话，主要是

要将这些东西都落实到作品上。要有一种奉献的精神，有自己的追求。‘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老

一代艺术家传承下来的精神是通过大量的艺术劳动得到继承发展的。”

赵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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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担任国内大型画展评

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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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政协委员。任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高研班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

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西北大学客座教授。国

务院授予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德艺双馨文艺

工作者”。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第二届陕西

文艺大奖艺术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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