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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望云研究文集（全两册）》

内容概要

《赵望云研究文集(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赵望云以开创了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新风气的先驱作用
，以及对于“长安画派”的奠基性和开创性贡献，确立了他在近现代中国画发展史中开宗立派的地位
。赵望云一生除创作了大量绘画作品以外，还发表了不少文章与言论。社会各界对他的报道和评论也
不绝如缕，然而历史动荡，世事变迁，要完整地汇编这些材料，实属不易。为满足社会各界的研究需
求，我们历时数年收集整理从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初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赵望云本人的
文字、讲话，专家、学者们的评价、论述和赵氏子女、亲友的回忆文章，汇编成集，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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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研究这个问题，就得对中国画的发展进程作一番考察，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
的，而且离题太远。我以为把望云的艺术道路作为例子，也能说明问题。为了冲破传统审美的习惯势
力，望云用山水笔墨画人物，固然要冒风险，其实那时的山水花鸟画，何尝没有清规戒律？如果说画
真山真水是谄世，画时新花果是媚俗，不用说“农村写生”里的破败茅屋和褴褛老农，就更伤大雅了
。画古代人物是“雅”，画现实人物是“俗”，你甘心随俗，就不能登大雅之堂，为了登大雅之堂，
人物画家只好面向古人，而鄙薄今人。30年代的中国，已经到了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民族主义革命
势力席卷全国，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正处在瓦解之中，所以望云的“农村写生”能够冲破牢笼
倡导新的审美情趣。 八年抗战，望云先生在武汉创办《抗战画刊》，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武汉
撤退，随即到了成都，和山水画家张大千交往，这对望云以后的山水画造诣有一定影响。整个抗日期
间，望云的最后落脚点在西安。西安这个城市，既接近延安，又紧靠抗日前线。冀、鲁、豫三省的知
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先撤到这里。其中很多人向往革命，由此出发，投奔延安；有的留在西安。西安
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八路军办事处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下，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和国民党反动派
的文化腐蚀政策作隐秘的斗争。望云此时同情民主党派向国民党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在解放战争期
间，曾经遭到国民党的拘捕，西安解放前夕才被营救出来。 望云的现实主义中国画新风格，吸引了不
少青年从他学画，他们之中有的已成为今天美术界的知名人士。他们发扬了“农村写生”的精神，坚
持深入生活，在创作上发挥了中国画的特点，反映自然和社会的现实，不同程度地发展了望云作品的
某些特征，并且形成了个人的风格。先说黄胄，他把望云“农村写生”中经常出现的“毛驴”，不断
提炼加工，成为现代中国画的独特的生动形象。再说方济众，继承了望云的山水衣钵，长期在关中地
区落户，对秦岭巴山的林木泉石，烂熟胸中，因而刻画得极富情趣。我特别喜欢他布置在树阴岩顶的
对对山羊，浓墨简笔，增添深谷密林的无限生意。另一位门人徐庶之，长期在新疆工作，深得老师构
思布置的格局，写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葡萄园和牧场，情景交融，生气勃勃，也自成一格。从这几
位画家的成就看来，望云对青年的指导，打破了把着手教的旧传统，采取了因材施教、鼓励独创的新
方法。 赵望云是河北省束鹿县人，生于1906年，早年在北京学画，进过一所美术学校。我们知道，那
时的学生，承五四运动的余波，思想十分活跃，学校的围墙已经不能束缚他们。估计望云受新思潮的
影响，学校教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于是旁敲侧击，在社会上吸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进行自我教育
。望云从事美术创作的开端，还缺乏成熟的造型基础，因而适应创作需要的可塑性比较强，在塑造形
象时没有技术上的条条框框，可以在生活和创作实践中切切实实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造型能力和笔墨技
法。望云这条自学自创的道路，是“农村写生”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首先是内容突破了中国画的旧
框框，敢于表现现实生活，成为早期革新的闯将。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
，许多优秀的画家集中在这里，除了望云，还有袁白涛、张寒杉、贺志伊等。西安解放后，来了石鲁
、李梓盛、郑乃光、蔡鹤洲、蔡鹤汀、何海霞、罗铭等。以他们为骨干，组成了一支相当大的中国画
画家队伍。这支队伍的核心是赵望云和石鲁。他们共同的目标是：要把西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面貌，
用民族绘画的方法表现出来。1961年西安美协在北京的首次中国画展，体现了这个目标，显示出西安
的地方艺术特色。从此，中国大地上开出了“长安画派”这一朵鲜花。“长安画派”的崛起，给中国
美术界指出了一条道路，表明了艺术不但要有民族性，而且要有地方性。对民族性来说，地方性是个
性；对地方性来说，民族性是共性。如果没有地方性，民族性将成为千篇一律的模式。我们提倡现实
主义，是创作方法的共性，如果没有艺术流派和画家个人风格，只有干巴巴的现实主义，那么，我们
就会走进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里去。“四人帮”统治下的御用文艺，就是这种死胡同文艺。“长
安画派”的画家，像望云和石鲁几位核心人物，所以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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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赵望云研究文集(套装共2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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