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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直觉和理性思考

—— 读赵卫山水画

文 /邵大箴

赵卫是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很有作为和成就的中年画家。关

于他的山水画创作特色，已有不少行家从不同侧面发表了许多精辟的

见解，不再赘述。我想谈一点的是，一个非美术院校毕业的人，何以

能在画坛脱颖而出，建立自己独特的个性面貌，占领一席位置，而且

能迎着各种思潮的冲击，沉稳地迈着前进的步伐，向着自己理想的目

标？

赵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是从文学走上艺术之路的。

文学与绘画表现语言不同，但是它们遵循的形象思维之原理相通。他

之所以敏感于水墨画艺术，为传统中国画的语言魅力所吸引，是出自

于过人的艺术天赋。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从古代经典与当代名家的

创作中获得许多启发，他虚心地学习，从技巧到观念。可贵的是他不

拘泥于追随某家某派，不为传统的或当今流行的表现模式所束缚，而

是取他认为能服务于自己探索方向的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在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崭露头角时，他的这一立场就鲜明地体现了出

来。当时画坛前卫思潮烽烟四起，大有黑云压城之势。而一些固守传

统文人画法则的艺术家，又持“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态度消极对待。

中国画往何处去，不少人一时茫然。这时，陈平、赵卫、陈向迅、卢

禹舜等人的艺术探索亮相，予人感觉耳目一新，业界反应热烈。我想，

当时的赵卫对自己的艺术追求并不那么自觉，他似乎凭着直觉选择了

自己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方式。

直觉，对艺本家来说太重要了，有无这种可贵的直觉，是检验一

个人是否具有艺术天赋的重要标尺。也正在这时，赵卫开始认真思考

自己艺术创作的走向。他除了继续钻研元明清山水大师们的画理画法

外，还向张仃先生讨教，研究焦墨艺术的特性；他关注姜宝林在传统

与革新之间的探索，思考水墨现代转型的多种可能；他从龙瑞提倡山

水画摆脱写生束缚、取“游于艺”的审美趋向、回归黄宾虹笔墨的艺

术主张中，获得启发，增长了他对笔墨的认识，加深了对文人画意旨

的兴趣。聪明的赵卫在赞赏张仃执着于焦墨艺术热情和精神的同时，

却有自己独特的体会。他说：“我喜爱焦墨线条的阳刚之气，也尊重

焦墨皴擦的阴柔之美……焦墨和水墨的结合是我长期以来不断探索的

课题。焦墨老辣苍茫，水墨含蓄润泽。一个为骨，一个为肉。”读赵卫

的焦墨山水，将其与张仃的作品加以比较，便可看出他在学习别人时，

决不依样画葫芦，而是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努力构建自己独特的艺

术面貌。同样，很难说赵卫从姜宝林那里学到了某种具体的技巧或技

法，他说在姜宝林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品中能找寻到他自己，认为这对

他“一生受用”。当以龙瑞为代表的“回归黄宾虹笔墨”热潮在画界

蔓延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不无忧虑。就在此时，我偶然读到赵卫

的一篇谈论这个问题的短文，大意说这是一个有益的艺术探索过程，

而不是最终的目标。说实话，他的这种认识对我也颇有启发，促使我

更冷静、理性地看待中国画界思潮起伏的内在原因。事实证明，一度

兴起的黄宾虹笔墨热，尽管它带有自身的片面性，但也是中国画重振

传统精神的必经之路。

从赵卫的创作看，他一直注意摆好师造化、师古人和师心这三者

之间的关系。他在焦墨麻点、水墨点赭、写意重彩和水墨白描中徜徉，

不随风，不跟浪，忠实于自己对自然的真切感受，寄托自己对自然、

对人生的深情，由此形成他丰润质朴、严谨自由、品格清纯的画风。

赵卫的艺术创造还在前进的过程之中，凭着他具有的敏锐直觉和

理性思考精神，还有他的勤奋和悟性，在我们面前正在出现一个形象

更丰满、更有思想深度的艺术家赵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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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卫的山水画
文 /薛永年

“北国风光天骨张，故将灵秀写雄苍。点簇惊雷飞密雨，皴织涩韵罩浑茫。

华原大象平中奇，摩诘幽诗味外长。难得有成知变异，更画吴歌绿映黄。”

在北方的年轻画家当中，聪明灵秀的云南人赵卫是近年来名噪南北的佼佼者之一。几年以前，

他便推出一种引人瞩目的风格：气势开张，情韵散朗，景象多北方山村，构图常大开大合，笔墨更

以繁、麻、涩为特色。这种山水画一经问世，就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或称道其张力、或赞扬其麻点、

或表彰其焦墨。我虽然一则忙于他务，二则尚未与赵卫相识，故当时未曾置喙。不过，他那面目一

新的作品依然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之所以感兴趣，首先是因为赵卫的善于继承与勇于突破，在中国山水画领域中做到这一点并

不是十分容易的。中国山水画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早已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以研究中西美

术相互影响见长的著名美术史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即著有《山川悠远》一书（Symbols of 

Eternity），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山水画的特色与魅力。这也不奇怪，中国山水画历史悠

久，遗产丰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适应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与审美习惯，形成了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独有传统，不深入研究，又安知其妙？

然而，正因为历史悠久，经过一代代的创造和积累，它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了，早已形成了一

整套独具表现力的艺术语言。适于发挥中国画材料工具性能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形式几乎全被前人探

索过了，能够体现各种意蕴的景象构成与笔墨组合也差不多全被前人运用过了，在如此丰厚的遗产

面前，不下功夫步入其门便难窥其奥，一旦循旧径登堂入室又很难在意境和笔墨上挣脱出来。因此，

要想在中国山水画上出新，除去描绘前人没有表现过的题材以外，在艺术语言上进行开拓并使之具

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便成了大家共同探索的重要课题。可喜的是，赵卫英才早发地取得了成效。他

像同辈的优秀画家一样，善于极有尺度分寸地对待因（继承）与革（变革）的相辅又相成的关系，

能够出入于传统之中，又立身于前人之外，“借古以开今”，化洋而为中，创造出一种在艺术语言上，

“不远于前人轨辙”又颇具现代意味的个性鲜明的风格，不但与前人拉开了距离，也与同辈人拉开

了距离，更与西洋风景画拉开了距离。

自 1986 年以来，赵卫尝试过多种风格。在黄绿风格出现之前，主要有以《安塞人家》等为代表

的焦墨写生风格、以《水墨写生》等为代表的水墨写生风格和以《秋雨初歇》《混沌山水》等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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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麻点风格。其中，麻点风格集中体现了赵卫矫然不群的艺术创造性。我每次观赏具麻点风格的

作品，总觉得仿佛是在用高倍放大镜玩赏一件古代优秀作品的局部，或者说，他的作品像是某件古

代佳作局部的放大。最近，赵卫同我说，正是古画的局部启发了他以“小中见大”的办法，“具古

以化”而“借古开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完整地临摹古代名作，虽可全面领略古人的用心

与技法，也可学到古人的艺术语言，但往往不易成为“透纲麟”。理性地审视研究古代名作的局部，

经意地、有分析地去摹习其笔墨语言，便不会“只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赵卫正是这样做的，所以

他在山水画的创新上走出了纯化并强化艺术语言的路子。

赵卫艺术的一大特点是强化笔墨，造成繁弦急管般的点和线的交响诗。仅就笔墨而言，他的画

中不无王蒙、石谿、程邃、石涛、黄宾虹的笔墨因子，但这仅仅是因子，因为这一切已被赵卫强化了。

强化古人的笔墨表现，可能受到了开创焦墨山水的张仃的影响。实际上赵卫确实曾经从学于张仃，

不过，赵卫对笔墨的强化，并非在“五墨”中只取焦墨，也不是以勾皴和干擦为主要手段。他似乎

十分注意夸张与对比，并且从纯化笔墨语言入手。传统中国画的笔墨形态，向来分为点染皴擦，其

中的点与皴形态鲜明，染与擦的行迹含混，多数的使用者往往以勾皴定形体，以擦染别阴阳，因而

表现在作品中，总是皴多于点，擦与染在整幅画中的比重多于皴点。赵卫则把使人感觉不强烈又不

易形成激越节奏的擦和染，降低到最次要的位置，极情尽致地发挥大面积成组皴点的妙用，形成了

以密点短皴为特点的特异风貌。为了强化笔墨的节奏，赵卫常常以淡墨作皴，以焦点作点，又一改

古人皴法的曲线为多，十分强调纵横短线的对比交错。大面积擦染的放弃、中锋皴点的交织，很自

然地使其笔墨组合产生了麻与涩的特异效果。这一纯化与强化传统笔墨的匠心，虽然在笔墨上渊源

有自，但因经过了选汰与重新组合，所以，首先在视觉效果上先声夺人，给人以新异逼人的强烈印象，

增加了作品的份量、张力与节奏感。

简化景象与布局繁密是赵卫艺术的另一特点。赵卫的山水画多取境于北方山野的平凡景色，不

画群山万壑、重峦叠嶂，不作北宋式的全境山水，也不学南宋式的边角之景，他反复描绘的只是经

过高度剪裁又不失于纤弱的一片蓬勃生意。基座植被丰茂的黄土坡或一片茁壮茂盛的高粱地，往往

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位置。在位置不多的空白处，则常常画有隐约于青纱帐里或灌木丛中的几件石

板房、几扇窑洞的门窗，还有晾晒的玉米。活跃的家鸟、徜徉的山羊、悠游的鸭子、荷锄的村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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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亦有拖拉机的轰鸣。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视觉形象还是大片大片的植被与庄稼，这便造成了取

境的单纯与简明。就其取境的单纯而言，有点类似元代的倪云林，但不仅毫无倪氏萧条冷落之感，

而且充满了“木欣欣以向荣”的生机。究其原因，固然离不开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但尤得力

于点线布局的繁密。《秋雨初歇》《混沌山庄》《唢呐声声》《秋粱正红》《安塞印象》《山村夜暝》

等都是这类景简而笔繁的突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赵卫注意了两点：第一是把描绘对象尽可能地

简化、纯化；第二是在不甚繁复的景象中，把用繁点密线进行大面积的铺陈与少量留白结合起来。

这就与绝大部分既要囊括近中远景又大面积留白的古代山水画判然异趣了。

存其“大象”且使之与个性化的笔墨构成互相生发，也是赵卫山水画的一个成功之处。在赵卫

的山水画中，有两种艺术形象，均可称之为“大象”。一种是描写具体物象的形象，如别具一格的

石板房、山羊等等，对于后者赵卫善于抓住和突出特点和动势，径直以墨笔作剪影，不作繁琐刻画，

这似乎借鉴了民间剪纸与原始岩画的手法。对于前者，他则旁参吴冠中的方法，以墨块作屋顶，用

极流动的细线画房身。另一种是表现山川草木的大印象。它可能是被浓密灌木丛覆盖着的山坡，如

《秋雨初歇》；可能是长势葳蕤的一片庄稼，如《陕南纪事》；也可能是掩映房舍的树林，如《疏

雨》。为了描写出“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总体印象以及特定的氛围（如雨后、斜阳、月光），

赵卫充分发挥了自家笔墨语言的作用，他一般均分别皴点，各尽其用。较淡墨色的皴法用以交代大

致的形体结构，其上则遍布浓密而又有组织的焦墨点子，于是皴与点相之生发，笔墨与大象互相生

发，形成了一种似乎清晰又比较含浑、朦胧混沌而“其中有象”的境界，避免了笔墨过于胶着于具

体物象而在整体上失之于死板刻画弊病。在中国绘画史上，比较自觉地追求笔墨与境象的互相生发，

一般认为始于元人，赵卫学习过的王蒙，便是其中一个突出代表。然而，王蒙的密笔细皱在赵卫手

中变为密点短皴。若是进一步追溯以毛涩繁密的点线描写景物气氛的渊源，我们立即会想到的有《夏

山图》传世的董源。宋代沈括指出董源的画法“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我不知道赵

卫有没有研究过董源的艺术，但他可能在把握北方山水雄厚朴茂的前提下，致力于笔墨点线对景象

气氛的生发，也说明他所继承的传统并未受地域性的局限。

 赵卫艺术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在近乎平面的效果中讲求构成意识，追求特殊的层次肌理感。

山水画本来就要在平面上表现空间和立体，所以，古人讲求“咫尺千里”“咫尺重深”“折高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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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掩映”“石分三面”与“树有四枝”。明晚期以来，尽管画家仍然要求局部形象的一定立体感，

但相当一部分笔墨派的山水出现了书法风格化的倾向，因而，就每张作品的整体而论已比较平面化了。

这种变异在赵卫研习过的石涛与程邃的作品中看得比较分明。但是，他们还只是讲求书法的抒写意

识，而不可能具有布局落墨前的平面构成意识。赵卫则把西方现代的平面构成意识融入讲究笔墨组

织的中国山水画中。分析赵卫的作品可以看到，布局的开合起伏与点线组织，固然也表达北方山水

在不同季候、时令下给予他的感受，但似乎每作一画之前，都先有一种大面积黑白灰关系的总体设计，

点线的组织与分工是服从于黑白关系的。他尤其注意大色块的对比与轮廓线的完整，总是极意舍弃

参差不齐与迂回曲折的物象边线，给人以单纯明了的观感，造成开门见山、逼人眉宇的气势。当然，

如果仅仅关注极大的块面对比与线条分别，不在笔墨上下功夫，那就难免单调、变鲜明为平板。赵

卫的高明之处在于充分发挥了点线交织的丰富变化，因而形成了成片皴点中的层次感与空间感。他

不但以传统的“攒三聚五”法积点成团，追求密中之疏，而且从黄宾虹立体化地组织线条的手法中

悟出缠线成团之妙用。于是，他通过点线成组的浓淡交错与叠压，造成了大面积点线组织中的斑斑

驳驳的肌理感与前后错落虚实相生的层次感。这样就把“远观以取其势”和“近看以取其质”统一

起来，做到了平中见奇、密而不塞、暗而闪光、茂密幽深。特别是那斑驳陆离的麻点，既可表现光

的浮动、气的流行，又不靠任何手段地推出了“变故则今”的肌理感，扩展了中国画笔墨的表现力。

赵卫这一代年少成名的画家，大多在少年时代经历了 10 年风雨，青年时代处于风雨消歇、拨云

见日之年，紧接着便置身于中西文化碰撞与美术界的论争之中。急剧变化的环境、是非曲直的再估

价，闻所未闻的东西充斥耳目，五花八门的观念杂处并陈，这种客观时势使这一代的有志之士成了

思考的一代。对于中国山水的去古就新，他们有些人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其中的明敏俊才，对于中

国古代传统和西方现代艺术都立足于分析，不是囫囵吞枣地模仿照搬，也不一概盲目拒斥，而是进

行结构式的研究，有所择取、有所舍弃、有所吸收、更有所改造，而后再加以综合。除去入门之初

的启蒙阶段，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往往是先深思而后试行，如赵卫所说：“如果和石涛那些人相比，

我们接收的理性东西多，是先有理论认识，先预想出结果再去实验的，而石涛可能是先有结果而后

才去进行理论总结的。”当然也应看到，并非沿着这条路子去创作的画家全都获得了成功。赵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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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取得成绩，依我看来有三条最根本的经验，其一就是虽然在笔墨形式艺术语言上致力尤多，

但一直坚持写生，常年去北京西郊、河北山区、太行山脉、燕山山脉的蜿蜒之处观察体验，也曾赴

陕北等地对景作画。清代笪重光通观中国画史之后，总结出一句千古名言，他说：“从来笔墨之探

奇必系山川之写照。”我不知道赵卫是否读过《画筌》，但他正是按照这一真知灼见身体力行的，

因此他的艺术文不伤质，以特殊的形态发扬了写实的精神。其二是他那“小中见大”的取境方法与

表现方法，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不是孤立地看事物，而是从空间中整体上把握物象，把

被称为“无物之象”的“恍惚”（或称大象）与“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的具体物象联系起来看待，

既于“芥子中见大千”，又注意了从“无”到“有”的生成变化之视觉表现。其三是他具有严肃的

治学态度，尽管有人把他的艺术与玩艺术的某些“新文人画”并列齐观，但赵卫对艺术是诚敬的，

肯下苦功夫的，他曾因为不是科班出身而时有压力，总认为为了画得更好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因

而他成名之后仍不断进取。

几年前，已在麻点风格上自成一家的赵卫，为了创新艺术面貌，克服他认为的单调，并且在山

水画中融入民歌的诗情，近年来他又推出了黄绿风格的新面目。其中又分为几种：一种色墨浓郁，

以团块状的大小坡石堆积而成，赭黄、青绿相间并与水墨溶渗，情调古厚沉郁；第二种接近传统的

青绿山水，仍带有密点短皴的痕迹，但笔致轻松，色墨淡冶，用黄较多；第三种略同于一般意义上

的泼墨山水，用线变长，用水增多，而且大片地染以黄绿色，可能参酌吸收了民间染色剪纸的效果。

不过他不使用过于尖新的品色，在用色上还是和谐的。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后两种黄绿风格的作品中，

他都企图凭借民歌中的情歌，创造出一种轻松而抒情的气氛，而且分明想从零开始，力避与麻点风

格的作品相似，勇敢地放弃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画法而另辟蹊径。也许，由于我看惯了麻点风格的

山水；也许，他的上述新风格还在探索中，所以很难说已经成熟。这种新的尝试是得是失，有待于

进一步的实验和完善。然而，他不愿囿于既有成绩上，为不断更新面貌而努力，在商品化大潮冲击

下的今天，我觉得倒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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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仃先生在一起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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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卫——其人其画
文 /张仃

近几年中国画研究院画家赵卫的山水作品，给我印象很深。他的画，不是名山大川，也不是旅

游胜地，多是北方普通山村小景，这些小景又不是什么深山古寺，小桥流水，而是极普通的一道山梁，

一片庄稼，或几户人家，几头牛羊。他画的非但不是公认的风景点，往往只是不被注意的、为画家

和摄影家所忽视的平凡景物。但为什么这些画面又能成为感人的作品呢？我认为首先是“画品”高。

高在哪里？高在景物平常而意境清新。人们忽略的身边景物被作者发现了，并以朴素而稚拙的语言

表达出来，有说服力而动人，满足了人们高层次的审美要求，做到了“画中有诗”。从艺术效果上看，

一幅小品中，布满斜线，几片待收的麦田，斜风细雨，繁而不乱，有“象”外之意。山坡下两间旧窑，

门上还留有剥落的暗红色春联，在层层密密的焦墨墨点中，几乎不易辨认，画面满而不塞，黑而透明，

像陕北腰鼓，紧张、强烈、有力度。有时在画面空白处题几句民歌，自然而调和，一扫传统文人画

的  “雅”病，一股山野清风扑面而来。

论“画品”仍须论人品，一个画家即便有一定的基本功和表现能力，而无较高的文化修养，又

急功近利，故弄玄虚，东施效颦，其画品是绝对不会高的。赵卫重视修养，热爱读书，坚持深入生活，

注意汲取民间和现代文化的营养。“长期修养，偶然得之”，他虽然仍属年青画家，却达到了颇高

的层次，决不是一日之功。古人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赵卫的艺术实践，从正面证明了这

一论断。近年很多画家抗拒不了“不正之风”的侵袭，弄得东倒西歪，粗劣作品、冒牌赝品泛滥成灾。

在这种形势下，仍有不少有民族感情，有时代精神，有使命感的画家认真对待艺术，经过不断探索，

出现不少艺术上新而素质高的作品。我以为，赵卫是脱颖而出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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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大处绘制北京地铁西直门站壁画（1984 年）左起：赵卫、姜宝林、龙瑞、张仃、王镛、赵准旺、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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