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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史——读赵治平先生水墨重彩花鸟

赵治平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会
长，江苏省当代艺术创作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国画院
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
员，民盟江苏省国风书画院院长，江苏省中国画学会副
会长。曾任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

一部艺术史是一个民族的心史，
同样，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亦是他
的心史。观赵治平先生的心灵史，可
谓墨彩华章，包罗万象。欧阳修评价
韩愈的文词曰“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
荒”，观赵治平先生的水墨重彩花鸟，
亦有此感。其作枯槎寿木丛筿断山，
汀花野卉虫鸟飞羽，笔力跌宕于风烟
无人之境，气象吞吐，裹挟风雷，令人
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荡。

显然，赵治平先生的花鸟画不是
传统花鸟画的架构，他的花鸟画，画出
了山水画的气势与境界。传统花鸟画
从画种和发展史来看，与山水和人物
相比，更多玩赏性和审美性的艺术价
值，更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个
人化色彩。但是，赵治平先生的花鸟
画显然并非这一路数，他的花鸟画可
以称为水墨重彩大花鸟。“大花鸟”并
不是指尺幅大，而是其传达的意象大，
境界大，格局大。他将时代性的宏阔
审美和宏大叙事熔铸到自己的艺术
中，在艺术理念上秉持开放性的文化
心态，文明互鉴，广收博取，无问东西，
汲取一切可为自身艺术服务的技法，
形成了典型的艺术特色，创造了属于
他的视觉符号：一方面是意象性思维，
浪漫性表达，他钟情于传统绘画的意
象性，阴阳造境，虚实转化，以书入画；
另一方面，汲取西方艺术语言的冲击
力，重彩出击，强调装饰性，引进平面
构成原理，将构图的张力拉满，画面充
满激荡的动感，形成胶着的矛盾拉锯
之势，予人以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又
以笔墨与色彩语言的丰富性与交融性
弥合了中西艺术的裂痕，取得了奇异
的平衡；另外，其审美理念的现代性，
使形式美与山林气，传统性与当代性，
水墨感与色彩感，厚重感与轻灵感，在
他笔下完成了对立与统一，画面始终
充满一种昂扬的现代气息。

一、意象性思维，浪漫性表达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民族文
化的特性是烙印在基因里的，因为他
比一般人更敏感，他的感受力比一般
人更强烈。我们看赵治平先生充满矛
盾又奇异统一的作品，如此现代，又如
此传统，如此装饰，又如此意象。尼采
说：“人靠什么创造呢？人靠自我对立
而创造。”用赵治平先生自己的话来
说：“在创作中，要用传统的书画技法
和书画理念，结合当代的观念、当代的
审美，绘出当代的艺术作品。所以我
们的绘画作品要更多地引起年轻人的
共鸣，才能使传统书画艺术得到持续
的发展。在今后的创作中，我将继续

运用传统技法，将其融入当代表达，为
传统艺术注入更多活力与可能！”传统
是赵治平先生深度沉潜的精神园地，
他的绘画以写意为内核，始终用“写”
的笔墨、“写”的态度和“写”的形式去
创作，他的线条，充满书法的质感。与
此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只有传统，
是无法与当下生活建立链接的，因此，
他在传统的美感中获得滋养的同时，
又选择向外去生发，探索世界。他长
期居住在有绿肺之称的中山陵，与自
然朝夕相伴，在与自然万物的碰撞与
相互观照中，深入地向内追溯自己的
本心。因而赵治平先生的作品中，始
终有郁然勃发的生机，生生不息的气
韵涌动和属于自然的、独立于人类世
界之外的自在与天趣。

赵治平先生性情豁达，潇洒不羁，
有大胸怀，他善于以奇崛之笔描绘绮
丽景物，发掘出常人所未曾领略到的
自然之美，以浪漫的笔调挥洒点染，奇
思壮采，气势磅礴，其宏阔意境和难以
捉摸的纷繁艺术形象，表现了画家无
比丰富的精神世界。

《九州风云鸣天地》《绿染江南》
《云鹤相随鸣高空》等表现的都是鹤，
但是赵治平先生表现的鹤与画史上的
鹤都不同。他虽然也表现鹤的“标致
高逸”，但是他把鹤放归了自然，通过
将鹤放置到它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中，
深山老林，烟霞林泉，荒山野泖，使得
鹤从社会化、世俗化的人格隐喻中剥
离出来，回归到了“鹤”本身。他通过
在画中解放鹤还原了世界的本意，彰
显了自然的生生之气，回归了自然的
自在，匡正了人与自然应有的各自自
在的关系，也通过解放鹤解放了自
我。在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推
论：人化的自然很美，美得精致细腻，
自然的自然也可以很美，美得狂野，惊
心动魄。

我甚至认为赵治平先生是一位自
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反对将普遍的
现实生活进行典型的概括，而主张“让
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
读者一个人类生活的片断”，我以为他
用画笔“让真实的自然在真实的环境
里活动，给读者一个自然生活的片
断”。赵治平先生以意象性的表达，夸
张变形的浪漫笔调，将鹤的腿和嘴拉
长，树木根干节叶，或用浓墨粗笔，其
间栉比，略以青绿点拂，落墨为格，杂
彩副之，色彩和墨迹相互彰显，别开生
面，骨气风神颇有野逸之趣，萧然有拂
云之气。

二、水墨为体，重彩出
击，现代引领，传统为基

赵治平先生对传统与现代的关
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很清楚传统的

价值，文化的根性也决定了他无法抛
弃传统的技法，而他又热烈地向往西
方绘画的奔放和张扬。于是，打通中
西绘画，成为他不懈的艺术追求。而
他也确实找到了其中的链接——见笔
见墨（见色）。见笔见墨（见色）是19
世纪以来中西绘画的一个典型共通之
处，这一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绘
画的过程，并通过笔触的流转变化、墨
（色）的浓淡交织彰显出创作者彼时的
创作感受和情绪。这跟中国画的写意
非常相似，都是强调情感的参与，都是
通过“见笔”来写意。

当代的中西绘画交融，跟20世纪
初的中西绘画交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当代中国画家的中西绘画
交融，具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和文化本
位立场，他们对西方绘画的学习，更加
主动、自信、包容。赵治平先生的花鸟
画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画家面对西
方、学习西方绘画的一个文化样本。
他的作品往往是综合性的，他在见笔
见墨（见色）中确立了他的艺术道路
——水墨为体，重彩出击，现代引领，
传统为基。他的水墨中保持了传统文
化的氤氲，阴阳、虚实、意趣、形神、开
合、聚散、浓淡干湿……传统水墨的追
求他都有，而他通过造型的夸张和变
形，构图与形式的扩张和收缩、冲突和
统一，线条的轻重缓急、提按顿挫所形
成的张力，以及由各种对立统一的矛
盾范畴相互对抗、联系所形成的抗力，
确立了绘画的表现性和生动性。

在赵治平先生的画中，水墨依然
是基础，纯粹的水墨作品毋庸置疑，即
便是他的水墨重彩作品，虽然表面看
起来水墨似乎被重彩隐藏在了画面内
部，但水墨依然承担了气韵、形质、根
骨、层次等重要的范畴表达，而他强调
以书入画的线条脱离了物象的外壳，
通过表现事物的内在和情感获得了抽
象性、写意性和表现性。

所谓“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
立言，无问西东”，在文明互鉴的文化
语境下，不以艺术本质为追求，再去介
意什么古今中外、东西南北，那显然不
是文化继承和发展应有的态度。电影
《普罗米修斯》中有一句话：“人生是旷
野，而不是轨道”，同样，艺术亦是旷
野，而不是轨道，可纵横驰骋，可一往
无前。赵治平先生的水墨重彩花鸟为
我们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内涵，展
示了艺术的无限可能性。祝愿赵治平
先生继续一往无前，锐意进取，以他的
艺术书写他的心史，涵映此世界之广
大精微。

文章有删节

（作者王宗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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