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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需要艺术，不仅是为了点缀生活，
陶冶情操，还有更内在的心灵需求；在艺术的境界
中寄托自己的理想，表达精神的诉求。那么，取何
种艺术图景，创造何种境界，艺术界历来派别林
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现实派、理想派、抽
象派，等等，各有各的理论。只有一点似乎为大家
所共识，那就是艺术创作源泉来自于现实生活，艺
术创作的灵感受客观世界的启发，而不是凭主观臆
造。即使主张不表现具体物象、以点线面结合组成
美感的抽象派画家，也不反对现实的人生与自然是
他们创作的资源。艺术创作的灵感从现实中来，又
要异于人们常见的现实，这便向艺术家们提出更高
的要求：要善于观察，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美，及时
地捕捉和不断地积累；要善于体会现实的本质，不
停止在表面现象的认识上；要善于感悟艺术创造的
规律及原理，深入理解其奥秘，而不是浅尝辄止。
这些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实为不易。因为对每
个从艺者来说，在前进的道路上，处处有盲区，把
人引入歧途，甚至使人落入陷阱。这些盲区不仅没
有让人警觉的标识，而且还往往堂而皇之地带有桂
冠，给人以假象。例如，绘画语言的程式，这是前
人立的规矩，目的是引导初学者入门。但前人创造
的程式要成为自己的技巧，则需要消化、吸收。向
历代大师学习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学习绝不等于模
仿、照搬，而要取其精髓，结合自己的心性和素
质，为我所用。大艺术家对后来者总是循循教诲，
要发扬独创精神，不要邯郸学步。例如，齐白石反
复教育弟子“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前面这段话，是我读赵梅生先生画作之后头脑
中反复思索而想要说出来的话。因为我觉得，赵梅
生几十年的创作经历，正是在不断领悟这些道理，
不断调整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不断寻找个
性与传统程式的结合点，努力探寻创新之路。

毫不夸张地说，赵梅生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

是追求创新的一生。
贫困、灾难、崎岖坎坷的生活之路，是对人的折

磨，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大难不死的人，必须要有
坚强的意志，才可能有“后福”。出生在上个世纪20
年代末期的赵梅生，经历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
近一百年来遭遇的种种屈辱与痛苦。他顽强地挺过
来了，他把亲历的这些苦难化成激发自己奋发图强
的力量。他出生在有文化教养的家庭里，从小受到艺
术的熏陶，可是没有机会进艺术院校受正规的美术
训练，但这并没有挫伤他从艺的决心，他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从事美术教育几十年，在
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业余美术创作，从普及美术工作做
起，尤其是对连环画、漫画涉猎较多，且做出了成绩。
他是有心人，他从古今中外艺术大师的作品中吸收营
养，及学习造型方法，暗自思考创作原理。他更热爱民
间艺术，从质朴、大气、大俗大雅的民间艺术获得许多
启发。他有勤勉的态度，踏实的作风，一步一个脚印地
朝着前进的方向。他求教于古人，临仿他们的作品，体
会传统中国画的观念和技巧，掌握笔墨功夫。他更不
断寻找适合他的性格和素质的绘画语言。经过长期的
实践，他的中国画创作逐渐走向成熟，近20年来取得
令人瞩目的成就，达到不凡的境界。

赵梅生擅长花鸟。花鸟创新较人物、山水更
难，因为一是题材有限；二是前人积累十分丰富，
有严格的程式。这一点，他有清醒的认识。为了摆
脱流行的套路，他立志“要画别人不画的东西”
“要画前任忌画的程式”“不画在花鸟中常例的构
图”“不画画面中的大杂烩”。上面这两个“要”和
两个“不要”，充分说明他的创新价值取向：题材
新，构图新，笔墨语言新，画面单纯、整体。我们
看他的艺术作品，他确实在这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也确实创造了异于他人的艺术风貌。他画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花鸟虫鱼，较少画古人常画的富贵物
象。闲花野草在他眼里一样高贵、富丽。他尤其赞

美它们的勃勃生机，它们顽强的生命力。他用粗
犷、有力的笔触和曲折有致的线条，用对比强烈而
富有韵味的色彩，表达他对自然万物的真切之情。
他有时也画梅兰菊竹，但力求在立意、构图上与古
人、同代人拉开距离，侧重表现他们在自然中显示
出来的美感。他十分讲究构思，由不同凡响的构思
产生异于他人的构图和笔墨语言。他把在漫画创作
中积累通过夸张“生情生意”的经验“嫁接到花鸟
画中。或显示画面不同与别人画作的视觉效应。”
他一反传统花鸟画中主体形象和谐对称的构图，而
常常是描写的主要图像成不对称状态，如形状大小
不一样的物体在画面上的排列，如斜角形构图，等
等。他求构图的奇突，在“奇”中求“正”。奇，
予人以强烈的视觉印象，通过背景、笔墨、色彩略
加调节，是不对称的主要图像处于力量均衡的构图
之中。他说他常用“堵、塞、挤、压”法，以造成
画面的张力，并衬映花鸟清雅的风采和神韵。赵梅
生用色大胆，敢于用大片墨衬托大片色，或者相
反。墨与色对比形成的力量，赋予画面以气势。

不论构思、立意、造型、构图，甚至笔墨语
言，赵梅生得益于古代文物遗存和民间艺术甚多。
他对故乡晋地的古代建筑和雕塑十分熟悉、十分热
爱，他甚至临写古代雕塑和碑文图像，作为画面的
一部分。当然，古代文物对他最大的影响是他们传
载的一种宏大雄健的精神力量和浑厚淳朴的表现语
言。赵梅生向往这种精神境界，钟爱这种艺术语
言，不仅是因为它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和修养，更因
为他们与他的人生体验和艺术体悟相吻合。这是他
敢于我行我素，另辟新径，走独创之路，并取得卓
越成就的重要原因。

赵梅生虽已步入高龄，他的艺术仍然处于炉火
纯青的状态。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有丰富的
人生经历，雄厚的艺术经验积累和有博爱宽厚的胸
怀。

我行我素 独创风格
——中国美术家《赵梅生画集》序

邵大箴

纵观东西方的艺术史，但凡成就一
番功业的伟大人物，无不在其卓然于世
的艺术创作中体现着他独到而又精深
的艺术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思
想是艺术殿堂中的支柱，是决定其艺术
创作方向以及纵深的原动力与指引。
西哲曾有“风格即人”的说法，而在
中国，关于艺术创作与人本身相关性
的论述更是不胜枚举。这一点也证明
着无论是何种样式的艺术创作，最终
都将欣赏者的视线引领到对于艺术家内心情感与思想世界
的感知与解读上。而为这一欣赏路径导航的，除了一件件
艺术作品之外，再有就是艺术家将其艺术精神概括整理而
成的论艺文字了。这些文字，与他们的作品一道，共同塑
造出一个生动鲜活而又多彩深刻的艺术家的完整形象。近
来所读的老一辈画家赵梅生先生的论艺文字以及他的画
作，便给了我如此真切的感悟。

技艺悟对

中国古人论艺，往往从技与道两者落墨，虽然庄子有
“技进于道”的说法，但技道终不是相左与背离的。而对于技
法层面的研读，正是由此而进入道法层面的最佳路径。艺术
作品的直观呈现，也是先由作品的诸多技法经营而终归完
成，而道法则自在其中了。

赵梅生的艺术创作以大写意花鸟画为主，他善于运用
带有强烈构成意味的笔墨图式，在点与线、黑与白、墨与彩
的交响当中经营画面，组织构图。而那种大开大合的画面格
局，所体现的正是他对艺术本体的深切领悟与思考。这一点
在他诸多的论艺文字中多有涉及，例如他讲艺术的意匠经
营：画家以“习惯性”布局是入门的好老师，只有背离“习惯
性”才是艺术的导师。

作画布局先有抽象意识绘画，且在抽象中发挥具象的
东西，方见画中灵魂。

气韵、意境、构图、色彩是中西画的共性，唯有笔墨为中
国画所独具。

花鸟画更见笔墨。对于线质，要淡如青烟，重若崩
云，润如春雨，苍若秋林；对于笔墨，要稚钝中深含灵
秀。

在关于花鸟画创作的具体体会中，赵梅生又
有这样的感悟：

花鸟画画什么？画形式，画构成，画情趣，
画空间，画思维，画韵味，画墨趣，画点、线、
面与文化内涵，而不仅是画花画鸟，故画实易，
画虚难。

当论及艺术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发展，赵先生
丝毫没有表现出老艺术家的保守与僵化，而是以
其对艺术精神的深入解读，敞开怀抱来拥抱了艺
术的各种可能性：

当代水墨画要重功夫更要重精神。嫁接、移
植、造化、心源等多条创新之路，以水墨为上，
七彩也可。以书入画，好；泼、洒、制、染，也
好；浑厚华滋，好；潇洒飘逸，也好。生理的、
心理的、情感的、性格的、梦幻的、机械的，任
人发挥，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在传统文化中，其
小无内、其大无外的道路也正如是。

这一点对于一位年届九旬的老艺术家来讲，
真可谓是难能可贵。而恰恰也是因为这一点，才
能使赵梅生的艺术创作葆有旺盛的生命活力与青
春激情。这也正是艺术家艺术心灵的具体化显
现，画家以他对艺术的一腔赤诚，化作万点笔
墨，倾洒在圣洁的宣纸之上。

画道追寻

大凡一艺之成，必籍由技艺而升于道术的殿
堂，所谓登堂入室方能参得正果。而中国画所依
托的笔墨即是造型手段，同时也是承载道术的实
体。

对这一点的认识直接决定着艺术创作的深度
和广度。而由此一种方式来解读赵梅生的画作，
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作品中，有着诸多的与他
的论艺文字相对应与印证的地方。这也正是他技
道合一，画如其人的最佳证明与体现。

得意而后造形，以形写意，不如以意写形。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雅若俗，
大勇若怯。人这样，画亦如此。

艺术形质的深化在于：以神法道，
因心造境，意念情绪，内在精神。

在艺术战略上不打阵地战，往往在
笔墨游戏中，使画面别开生面，故有
“境由心造”之说。

以上是赵梅生论写意精神的话语。
当我们翻看他的作品集，映入眼帘的作
品，无不与以上的言语相映成辉。赵先

生半生写梅，他独取梅花凌寒盛放的烂漫天姿，那簇拥成
团的红艳花朵，犹如一炬烈焰，抱拥着铁干遒枝。在画家
的笔下，无论是大幅写梅，还是小品点缀，那带有夸张与
构成特性的梅花，正体现着他对笔与意、形与神的追求与
探索，同时也不正是他“不如以意写形”“以神法道，因
心造境”“在笔墨游戏中，使画面别开生面”艺术思想的
体现吗？

赵梅生的前半生，躬身三尺讲台五十余年，古人云：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而此三者，惟多读多思，方能循循然
善诱人。正如赵先生指出读书的妙用：读书、读富有诗意的
书是开启画作、启迪思维智慧花朵的一把钥匙。

可以说这是赵梅生由善读书、善颖悟而独得的智慧之
花。也只有当智慧之花盛开的时候，艺术家也才能从根本
上接近艺术的真谛。那便是艺术创作所成就的自我之真，这
个“真”是“天真”，也是“真淳”。这个时候，艺术家才与他的
作品合而为一，成为完整的生命体。对此，赵先生是这样说
的：作品表现在一个“天”字：妙得天籁，与天同契。天资、天
色、天理、天趣；表现在一个“意”字：大写意构建的是意象、
意念、意义、意趣；表现在一个“墨”字：墨气、墨韵、墨趣；表
现在一个“笔”字：笔法、笔力、笔意、笔趣。

赵梅生的创作虽然以花鸟画为主体，但同时也有山
水、风景，甚至还有造像写生等等。无论哪一题材，他都
能画出自家的感受，画出有别于时流的全新面貌。在相因
成风、趋利取巧流行的当今画坛，赵先生的艺术追求可以
说是有别于世风的一种表率。而作为一代老画家，赵梅生
的画作可以说有“老境”而无“老态”。“人画俱老”，体
现着赵梅生的一生修为，而全无老态，则表明他的艺术生
机焕发，神采奕奕。这是老一辈艺术家一生追求所至，同
时，他也为后人指明了通往艺术殿堂的路径：有生命的艺
术，是聪慧的思维和高尚的激情所赐予的回报，这是艺术
家的终生追求，否则何谈创新。

要看到我们是承载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现代人，时代在
翻新，而文化是不会老的。

赵梅生爱画梅花，也精于画梅花。细细品味赵梅生笔下的梅花，人们不难发现，他所传神写
照的早已不是人们生活中所习见的梅花模样。可以说，赵梅生的梅花图，已经融入了他自身的情
感与寄托，是他人生追求与艺术追求的浓缩与升华的结晶。

赵梅生描绘出的梅花形象，不是陆放翁笔下“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落寞、冷清与孤
寂，而是毛主席笔下“无意苦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英雄豪迈。难怪
著名美术史论家王伯敏这样评价赵梅生的梅花：梅生先生前身当是梅，故其落笔得梅之神。昔放
翁善吟，一树一梅花，韵味天成，今梅生赵氏画梅，千姿万端以气势取胜。气者，骨也，墨气是也。
眉公继儒先生题曰：“骨气是其人，墨气是其艺，”一言以蔽之——画如其人，人品即画品也。

读出了赵梅生笔下的梅花，更应该读出他胸中的梅花。当两者在欣赏者的脑海中融合为
一个形象，赵梅生的艺术精神与追求也便清晰明了。那是他对自然生命的热情赞颂，是他对
人之坚强意志品格的尽情讴歌。赵梅生的梅花没有单枝独开的，向来都是花团锦簇，是团结
的、是凝聚的、是热烈的、是燃烧的。而这一感情，燃烧在他的梅花图中，同时也燃烧在他
其他题材的花鸟画作品中。

赵梅生不单与梅传神，他笔下的其他花鸟作品同样熠熠生辉。他画迎春花金辉交映；他画紫
藤花蓝霞似锦；他画玉兰花映日含笑；他画菊花临风拒霜……他也画禽鸟，有雄鹰翱翔，一试天
高；有松鹤独立，静默如仙；有红鳞戏水，悠游自在，有幼雏待哺，童稚天真……

在这众多的花鸟画作品中，有老题材，同时也有新内容，然而无论是老题材还是新内容，赵
梅生的作品中始终洋溢着一股旺盛的生命热情和活力。生活中，我们观人，说“精气神”，而赏画，
不同样也是在感悟艺术家内在的“精气神”吗？宋代苏东坡评价文与可的墨竹说：“与可画竹时，
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这样的诗句，又何尝不是赵梅
生花鸟画创作的真实写照呢？

赵梅生的大写意画作，注重内涵品质，却又自出
机杼。而艺术创作的最可贵之处也在于能不与人同却
又高于众人。赵梅生所创立的独特的艺术面目与个性
是在充分消化吸收了传统艺术营养之后的生发与倾
诉，那些来自现实生活的生动感受又使他的作品如同
一股山涧清风，和煦柔美，动人移情。赵梅生现在已是
80多岁高龄了，而他在这样的年纪，依然还能保持如
此旺盛的创作激情和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他从花鸟精
神那里所受到的感染与润养。笔者以为，大写意绘画
的精髓也就在这里，画家要将自己胸中的艺术灵感化
作笔墨，化作色彩，化作那吞天吐地，喷薄而出的神
采，也只有这样，画家才能与他所描绘的物象一同淬
变升华，同成精彩。正如著名的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先
生对赵梅生的评价，聊聊数语却道出了他艺术的精髓
之处：赵梅生从古今中外艺术大师的作品中吸收营
养，既学习造型方法，更暗自思考创作原理。他更热爱
民间艺术，从质朴、大气、大俗大雅的民间艺术获得许
多启发。他有勤勉的态度，踏实的作风，一步一个脚印
地朝着前进的方向。他求教于古人，临仿他们的作品，
体会传统中国画的观念和技巧，掌握笔墨功力。他更
不断寻找适合他的性格和素质的绘画语言。经过长期
的实践，他的中国画创作逐渐走向成熟，近20年来取
得令人注目的成就，达到不凡的境界。

正因为有了如此的自觉与自信，赵梅生才能独得
花鸟造物的精神。与梅知己，与鹤同春，这是对赵梅生艺
术精神的写照，同时也是对他艺术青春长驻的祝愿。

在赵梅生先生创作《上下五千年》期间，尽管几
次听他谈过创作构想，也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些生动
的画面，但当画卷徐徐展开，真正摆在面前时，我还
是被深深地打动和震撼了。

这是年届九旬的国画家赵梅生先生的近日力
作，丈二尺幅，以“上下五千年”为题，通过描绘中国
国家博物馆的建筑与馆藏文物，展现了中华五千年
的历史文明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画面整体由
三部分构成：主体是国家博物馆的新老建筑，从国
博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到国立历史博物馆
故宫端门旧址，再到当今国家博物馆的宏伟新貌，
有机融为一体。左翼是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精
华：后母戊大方鼎、大盂鼎、子龙鼎，立于高山之上，
山上遍地花朵。右侧是发射中的火箭，天空中的“嫦
娥一号”人造卫星，以及围绕明月的飞天。

整幅作品在构图和布局上呈S形状，色调上不
吝笔墨、浓墨重彩，以写意的手法，勾画了青铜器
物、高山巅峰、新老建筑、卫星火箭、飞天神女、花卉
树木，可谓一幅集山水、花鸟、人物于一体的鸿篇巨
制。三鼎的构图，是一种顶天立地式的布局，着青绿
主色，生动体现了青铜的造型、质感和锈蚀的肌理。
矗立的山石，用皴擦的笔墨技法，表现了丰富的线
条变化，虽然在画面上只显露山巅部分，但分明让
人感受到高山的雄伟。山顶鲜花盛开，既使山石增
色灵动，又形成了鼎与石的色彩分割，画面浑然天
成。山石向右推移，在留白过渡之后是一组高低起
伏的建筑群，树木掩映的金色琉璃构成的古建群
落，与白色主调纵横线条的现代建筑形成鲜明对
比，又巧妙地构筑为一个整体。在现代国博的右方，

以高耸的山峰造型，绘制了应天接地的火箭和发射
塔，与左侧的古老三鼎遥相呼应，在画面上形成不
可或缺也不可多得的比照与平衡。上方是当空皓
月，围绕着的是翱翔的飞船和飞天，飞天衣饰上长
长的飘带，自由舞动，巧妙地破了画作主体的纵横
线条，成为整幅作品的点睛之笔。画面背景大部分
用淡墨处理，仿佛是江山、是版图、是历史的长河。

这是一部历史长歌，也是一篇盛世华章。《上下
五千年》以其厚重的历史感、鲜明的时代感，纵览古
今，用几个生动的意象，绘制了伟大中国梦的源起
与绽放。历史一路走来，无数国之瑰宝汇入历史长
河，构成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轨迹，从浩如烟海的
文物典藏中选取三件青铜礼器作为代表，立于高山
之巅，仿佛破土而出，又似从天而降，这些国之重
器，代表了中华文明的精粹，传承了国之血脉。与历
史文明的符号相对应，是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腾飞，
赵梅生先生大胆采用了平常很难入画的飞船火箭作
为意象，与历史文物产生对比，形成呼应，既是上下五
千年文明长河的重要标志，更是以历史孕育未来，巧
妙地以中华儿女的飞天梦，预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腾飞梦、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中国梦。

画卷中的国博建筑部分也是采用了对比的手
法，历史与现实交错、古老与现代辉映，将1912
年的筹备处、1926年的馆址，特别是2011年完成
改造后的崭新建筑融为一体，旧貌新颜，写照出
百年国博的发展历程，展示出中华民族发展强
盛、中华文明赓续绵延的承载与家园。国博建筑
与国之重器，形成了对“中华文明的祠堂祖庙”
概念的高度概括，对“国家文化客厅”定位的生

动写意。国博与复兴之路上的腾飞梦结合，形象自
然地使“中国梦从这里起源”跃然纸上。

回看整幅作品，由国家博物馆及馆藏文物这些
具体造型出发，通过描绘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与文
明，聚焦到伟大的中国梦这个主题。作品题款充分
表达了赵梅生先生的创作意图：中国国家博物馆是
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中国梦”的发源地和国家
的文化客厅。国家博物馆承载了历史长河的文明与
血脉，担负着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国梦”更是
凝聚了无数华夏儿女的心，在“中国梦”的引领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成为现实。

赵梅生先生用饱经沧桑的人生练达，再一次
向艺术高度作了挑战。他以饱含情怀的笔墨，描
绘出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悠久厚重，勾画了
百年国博的历史足迹、精神家园。中国梦部分让
赵梅生先生煞费苦心，这是最难体现的部分。赵
梅生先生大胆地运用火箭、飞船这样一些不入传
统中国画的意象，使一幅浓重历史感的作品，同
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特别是描画飞天与“嫦
娥一号”飞船相依，既延伸了历史触角，追溯了
古老传说，又拓展了时间空间，生动含蓄表达了
“中国梦”的深刻内涵。赵梅生先生大胆突破，收
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选取这个题材，创作时代
精品，这是一位老艺术家的自我挑战，更体现了
一位艺术家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

纵观作品，其展现的笔墨和气度，开阔昂扬
大气，反映了鲜明的个人气息，流露出不拘一格
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也可从中窥见赵梅生先
生创作的非凡功力和独特风范。如今，《上下五千
年》这幅史诗般的巨制已经绘就，它的价值与成
就，留待时代去检验、历史去评说。

梅知己 花精神
刘大为 赵梅生先生是中国花鸟画界的一棵劲松，每看到

他的新作，我都会很激动，受到启发并深感敬佩。赵

梅生对创新中国画的心永远是那么强烈，在他身上有

一种责任感。在他心中和笔下的草木虫鸟，始终充满

着热烈的生活情趣和生命精神，这是一位花鸟画家所

需传达的正能量。

赵梅生对笔墨、造型、意境的不断探索追求，并

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笔路，自己的造型和风貌，还在

不懈的追求中，这是极为不容易的，花鸟画界的同行

们都应为他骄傲。我重画品，更重人品，先生的画是

上品，人品亦高，熟人皆知。

——郭怡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

我与赵老在上世纪80年代就见过面，当时在全国

有一个花鸟画联展，隔年各省轮流举办。第十一届花

鸟画展轮到山西以后，是赵老在做组织筹备工作。以

前就经常看到他的作品，这次画展更是让我比较全面

地看到了他对待中国画艺术上的修养和成就，也使得

国内画家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的画非常成熟，我

看了以后脑子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老人在

笔墨修养上更是不得了，可以说他的画完全地把他的

个性、人格及其素质全部表达了出来，他的学问和理

想也都在画面中体现出来了！他画的梅花我印象最深

刻，纵观古今，赵老的梅花是别具一格的，他画的非

常腴润丰厚，这种感觉非常好，不粗俗，这里面精神

表现得也非常好，儒雅中正，笔墨里表现得梅花非常

莹润。当代人画梅花跟古代画梅花是不一样的，内心

不应该只有简单的意识形态，歌功颂德，我感觉他真

的是从绘画笔墨的语言中出发，在绘画美感中达到了

一个高度，尽可能抒发着他的精神和内在气质，他非

常有个性，充分发挥笔墨所能达到的简练意境，单纯

而有力量！他画的山水里面其实有很多自己加工的东

西，无论画太行山、五台山、悬空寺都是对场景进行

了有意识的再组织，使画面上出现一个新的境界。

另外，他的视野非常广阔，艺术感觉非常好，他

去欧洲画了一系列欧洲风景，这其中他选择了一些极

具代表性的特色建筑物以及艺术作品作为自己的中国

画创作对象，在相同的题材中展示了不同的异国风

韵，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他不是一个完全按照传统路

子画画的人，他的画里面有新的东西，这些是在生活

实践中自然吸取来，自然融汇在他的艺术当中，他不

会把西方的东西拿来就用，而是要经过潜心研究仔细

琢磨后完美地融合到自己的画作里面去，我觉得这一

点非常不简单，他画梅花也是这样，山水画也是一

样，在似与不似中间。我觉得赵梅生先生虽然年已88

岁，但是他精力非常充沛，艺术上一点都不老，非常

现代，非常当代的感觉。

——孙 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员会秘书长）

赵梅生，1925年生，山西闻喜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太原画院名誉院长。

曾获“人民艺术家”称号和“人民教师”金质奖章，

中国文联授予的“从事新中国文艺60年”荣誉。多次

担任国家师范美术教科书编著工作，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赵梅生》（大红袍）等十

多种专题画集。三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赵梅生中国

画展》，2015年9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雪海流香

—赵梅生90艺术回顾展》，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美展，

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

中央美术学院、关山月美术馆以及海内外专业机构收

藏。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被授予奥运火炬。多年

来，陆续把创作的精品捐赠国家。曾任山西省人大代

表、太原市政协委员，创办太原画院并任副院长。在

太原市和闻喜县分别建有“赵梅生美术馆”。

翰 墨 绘 伟 梦
——国画《上下五千年》的史诗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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