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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创造··半半个世纪的艺术追求个世纪的艺术追求
———著名画家赵先闻谈艺录—著名画家赵先闻谈艺录

滨滨州日报州日报//滨州网记者滨州网记者 郭向春郭向春

从素描、速写，到水粉、拓彩，从油画、插
图，到中国花鸟画，他的拓展领域和创作风
格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进行着尝试和创新，
丰富的创作历程是其艺术生涯最宝贵的人
生财富。

他每年走出滨州参加20余场书画学术
活动，最多的一次十天内走过四省一市而乐
此不疲。用他的话说：走出去，外面的世界
很美好。

近日，记者采访了刚从广东参加完画展
回到滨州的著名画家赵先闻先生。

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很美好
记者：您好，赵老师。我们知道您刚从

广东参加完画展的开幕式回到滨州，像这样
的活动您每年也得参加 20 余场，请您介绍
一下“走出去”的意义和给书画界的建议。

赵先闻：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很美好。
特别是地市级以下的画家必须走出去，因为
走出去后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得到新的信
息、得到当下画坛的新理念、新动向，会给你
带来新的启发。这是走出去的一个必要
性。其次，走出去能结交一批新朋友，结交
一些很有成就的画家，就相当于又进入一个
更大的学术圈。

同时，走出去能够让文化策展人、媒体
注意到你、关注你、提携你、推广你。艺术单
独靠自己是不行的，得需要策展人、媒体的
推介，你一旦进入他们的视线，那就有更多
的机会。近两年，我参加的几十次活动并不
是我找的他们，而是他们找的我。这样越走
路越宽、越走档次越高、越走越有方向感。
走出这个地域文化，会进入更高境界。我记
得我担任美协主席时发表过一篇文章，现在
我还保留着，题目叫“走出地方名人这个土
圩子”，当时媒体用土圩子来形容闭关自
守。想要有成就，必须走出地方名人这个土
圩子。

为什么要走出去，能不能走出去，它需
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不满足在本土的社会
地位，不满足在周围这块土地的名气，一定
摒弃地方名人这种理念。二是走出去必须
要有永不停步的探索精神，只有不断的创
新、探求才有走出去的动力。三是走出去需
要胸怀。古人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
造化”就是“师自然”，需要画家走过更多地
方，看看外地山色、景观，那些自然面貌。去
年我随省政协采风团去内蒙古写生，看了很
多内蒙很多景观、树木，这些景色确实和你
想的不一样，走出去就把眼界开阔了，胸怀
也就开阔了。

走出去还需要放下包袱，淡化所谓的
“领军人物”和著名画家光环，你就是一个画
画的。走出去才发现，我们周围环境太小
了，有一定的局限性。走出去有一个永远追
求的动力，那就是不满足当地的名气，当地
方名人不值得骄傲。走出去就和外界有一
个接触、交流，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环境，就能
看到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迫使你进步。所
以说走出去是一个让人进步的途径，走出去
的过程能学到很多知识。

当然，走出去更需要实力，必须要有严
谨的、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和面貌，这样才
能引起人们对你的关注，不能一味模仿别
人。所以说，走出去要有走出去的意念和走
出去的实力，这两个是走出去的必要条件。

创新是艺术创作的方向
记者：您如何看待艺术 ？
赵先闻：画家为什么画画？艺术到底是

什么？是挣钱的工具？是成名的阶梯？我
这些年静下来考虑这些问题，发现艺术创作
是生命的旅行、生命的轨迹、生命的追求。
艺术和生命联系在一起，和名利没关系。

前几天山东电视台给我做了个专题，题
目叫“若荷人生 卓然气象”，我把自己比作
一个像荷花一样的人，我这一生中追求若荷
精神：纯真、淡然。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化进
去，画才能画好。如果画画只想着名利，画
永远画不好。第一，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
不能迎合世俗。画画是灵魂的展示，不能一
味迎合市场，一味迎合永远走不远，也不可
能跟得上。第二，不能一头钻进传统套路而
不能自拔。我看到很多画家都在一味的模
仿某个名人、古人，画出来都一个模样。个
别画家从来不体验生活，也不去写生，画的
画来回就是那几朵花、几座山。名利是条绳
索，很多人用绳子把自己捆在一起，就是完
全被名利、世俗五花大绑。我认为艺术必须
解绑，放下这些，艺术才能走得更远。

艺术就是感觉的追求，有人问我在画什
么？我说画的是感觉，找到感觉是一种很舒
服的事。最近我的画变化很大，因为我不断
在找感觉，有时候找到感觉了，很舒服。比
如颜色和墨的关系、虚实关系。所以说，艺
术是一种追求。艺术不是名利场，不是赚钱
的工具。

台湾国画大师刘国松给了我很大的影
响，他激励我对新的技法、新的形式进行探

索。美术圈有个通常的说法：先求好后求
异，而刘国松先生则反其道说“先求异，后
求好”。刘先生的这个说法给了我很大的
启发。我没有经过太多套路的训练，这是
我的弱点，恰恰也是我的优势，因为套路没
有束缚住我，所以我开始求我自己的东
西。在这个过程中，我吸收传统的营养。
但是一切都是我的参照系，西方的、名家的
都为我所用，都不是我追求的目标，都是我
的一个参考。我自己才是我自己，其他的
都是参考，这样才有一个坚定的理念支持
你往前走。

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创新是华夏文
化的主旋律。传统再好,它只能是借鉴、模
仿，只是过程，最终必须有时代和自己的面
貌。文化创新、艺术创新是当代艺术发展的
大趋势，艺术家要与这大趋势相向而行，创
新应当成为艺术创作的方向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
盛。报告中提到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文化传承就是要把传统文化创造性
地转化下来，绝对不是生搬硬套，因为传统
文化里也有封建糟粕，所以继承传统文化就
是要创造性转化，转化后还要创新性发展。
时代面貌、个人风格永远是学画者求索的方
向。从素描、速写，到水粉、拓彩，从油画、插
图，到中国花鸟，伴随着新中国艺术发展的
变化过程，我的创作风格也随着时代的变化
而不断进行着尝试和创新。这是半个世纪
以来我的艺术追求。

艺术家要融入生活，保持感
恩之心

记者：艺术来自生活，以您的生活经历
为例，谈一下艺术家与生活的关系。

赵先闻：提到艺术家与生活的关系，我

认为艺术家一定要热爱生活，到生活中去发
现美，和生活融在一起，画画才有意义。画
家一定要写生，走到自然中去，去描绘、搜集
这些素材。没有生活的磨练，绝对成不了大
师。任何一个大家创作都是和生活联系在
一起的。

一个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大家，应该始
终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弘扬民
族的美德，把自己的作品同时代、社会相结
合，充分体现人民至上的历史使命感。我是
和共和国同龄的画家，这个年代的画家是很
少的，我的经历正好和共和国每一个历史时
期的转折相吻合，应该说，这些历史的印记
一直在影响着我的创作，每一个时期的创作
都和这个时代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十多年前，我参加地区工作组下乡包
村，和农民打成一片，自己也借此积累了很
多反映农民生活的题材。结婚后，我在工厂
里住了八年，接触了许许多多的工人，他们
的生活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时至今日，我依
然对农民和工人充满着深厚的感情。艺术
家就是要时刻和人民在一起，要反映人民的
生活，和人民在一起才能体现自己的艺术价
值。

此外，作为艺术家要有好的心态，淡然、
淡定、淡静的心态，一种简单、平常心、凡
心。心态是一个画家能否健康发展的前提
条件。心态和画画有很大的关系，心不静画
不出好画。追求要简单，不要一味追求浮华
的东西。对我来说，每天简单画几张画，简
单吃三顿饭，有几个好朋友聊聊天就挺好。

我认为还有一点，那就是艺术家一定要
有一个对社会的感恩之心，这点我很有感
触。如果认为自己很伟大，自己很有地位，
看问题总是居高临下，那就又把自己束缚住
了。实际上一个人的成功、成长离不开社会
方方面面的营养，所以说要学会感恩。我从
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优秀，比别人多有优势。

我的这些成就都是别人帮我做成的，我感谢
这个社会、感恩社会。我在滨州五十年，我
从聊城老家来到滨州，没有同学，没有朋友，
没有背景，能干成这几件事，应该感谢地域
文化给我的营养，滨州人很包容。我认为只
有感恩之后才不会斤斤计较，感恩后才不会
争名逐利，感恩后才能和社会融洽在一起。
感恩不一定是感恩大人物，有时候小人物也
要感恩，不管比你大、比你小、比你强、比你
弱，都是平等的。不仅是对人，有时候对动
物植物、花花草草都要感恩。面对所有人、
面对世界、面对自然都要有感恩之心，只有
感恩之心，才能感到世界的温暖，世界的美
好。人要学会修身养性，外在修行为，内在
修心灵，像荷花一样纯洁、纯真、真实。

青年画家要避免走进“套
路”，不要随波逐流

记者：您是滨州书画界的前辈，也十分
关注青年画家成长，请您谈一下对青年画家
成长的建议。

赵先闻：其实无论对于老画家还是青年
画家，心态要端正。要有一个平常心，放下
名利心，保持一个平常心。要贴近生活，体
验生活。在生活中磨练自己意志，在生活中
发现美，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别走进

“套路”，别走进模式里去。一旦进去，就出
不来，有可能毁掉一生。任何前辈、大师的
成就都是你的参考，不是你的终极目的。年
轻人要去掉浮躁心，把心静下来，不要急于
拜师。记得画家韩羽说过：“求学不拜师，读
帖不临帖”，就很有道理。要有明确的个性
发展，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不要随波逐
流。一个画家独具自己的个性，才能凸显价
值，因为作品不一样才有价值，不一样的价
值体现在个性上。“不在于你画什么，而在于
你怎么画。”不要别人喜欢什么就画什么，什
么都画那就是迎合市场，迎合世俗的偏见。

年轻人要加强学习，多读书。看看做人做事
的至理名言，先把人做好，人品画品皆为上
品者为上品，要有好的品行、道德。要强调
自己的价值。画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世间
万象。只有当你把自然界的景观等用自己
的语言和符号表达出来，形成你自己的非常
完美的成熟的风格，那你就离真正的画家不
远了。

年轻人所处的当下发展环境是好的。
但是年轻人要警惕，随着收藏者的冷静，书
画界面临洗牌，没有个性的、没有实力的、没
有学术理念的肯定要被淘汰。不要随波逐
流，这样才能站得住。艺术家地位不是自己
定的，是社会选择的，你不符合社会规律就
是要被淘汰的。

我想说一句话，青年画家切勿过早“恋
上”新文人画，寥寥几笔没有准确的造型，甚
至画成了漫画，越画越简单，越画越没结构，
到最后画不了大画，搞不了创作，这对年轻
人来讲是条危险之路。至于年纪大的画家
另当别论。

目前，中国书画界的有些现象不是很健
康，有很多弊端。画坛存在“三气”。行帮
气，是中国旧社会码头上的现象，为了自己
的利益抱团取暖。这样就产生了很多小帮
派，做事不好统一。江湖气，是和行帮气连
在一起的，缺乏对学术的追求，追求社会的
浮华，互相吹捧。铜臭气，没有利益不干事，
追求作品价位。这三气弥漫在全国书画
界。所以青年画家在这种环境中要洁身自
好，保持个人思想纯洁，做一个老老实实的
画家。

宣扬本土文化是本土艺术家
职责

记者：赵老师，我们知道您近年来做了
很多推动滨州本土文化发展的工作，对推介
滨州文化、宣传滨州形象起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您对滨州本土文化发展有哪些建议？

赵先闻：本土文化的宣扬是个大工程，
需要政府、画家、社会一起联动的工程。

实践、研究和提升本土文化是本土艺术
家的责任，一方水土养一方书画家，本土艺
术家要变现这片土地上的美好，反映这片土
地上的生活。很遗憾的是，本土艺术家有些
被套路所局限，风花雪月、梅兰竹菊、画黄山
泰山。但是很少把本土文化的东西反映出
来的。这是我们的一大缺陷、不足。同时这
也反映了承担这个责任的组织和单位工作
上的不足。所以本土艺术家和相关机构要
意识到弘扬本土文化的责任。

大家看到每年搞那么多展览，没有几个
反映本土文化的。弘扬本土文化对于我们
来讲是个弱项。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也应
该为弘扬本土文化做一些工作，鼓励提倡、
奖励反映本土文化的作品，挖掘这方面题
材。对于这种反映本土文化的行为要给予
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记得山东省美协20
年前搞过一次展览，名称叫“山东风土人情
进京展”，参展作品都是反映山东风土人情
的作品，当时我的一幅黄河口的题材作品参
加了展览，展览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也培
育了一批能创作反映本土文化的艺术家。

近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
厅、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山东画
院、山东省美术家协会承办，山东省中国画
学会协办的“新时代新征程—齐鲁画风·山
东中国画大展”在北京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隆重开幕。本次画展是一个集研究性、回顾
性、学术性、文献性为一体的中国画大展。
展出自1949年至2017年各时期具有代表性
的山东画家的优秀作品120件，是对山东中
国画发展历程的梳理与回顾，是“推动形成
齐鲁画派”文化工程五年来的成果展示，呈
现了具有齐鲁画风山东中国画画家的整体
阵容。

目前，滨州本土文化没有形成当地创作
特色。据我了解，东营有个湿地画派，专门
创作以黄河口湿地为题材的作品，他们有专
门的创作队伍，而且政府每年还有奖励。而
滨州没有这样的一支队伍，建议政府组织一
个反映滨州本土文化的平台，鼓励画家创作
本土题材作品并给以支持。

记者：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与新中国
同生，同新中国共长，无疑是新中国艺术发
展最直接的见证者。即将迎来您从艺50周
年，请谈一下您未来的艺术发展计划。

赵先闻：我在滨州五十年，在担任文化
馆长、美协主席和画院院长期间策划过上百
个展览。五十年来，没有正式搞过个人展
览。到2019年，也就是建国70周年，是我从
艺50周年，我想搞一个汇报展，把我这几十
年中所画的作品，包括素描、水粉画、人物
画、写生作品和我近期的花鸟画一起做一个
汇报。我想，当汇报展开幕的时候，我能够
这样说：我这五十年没有虚度，还对得起培
育我们成长的这片土地和支持我多年的朋
友们。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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