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于中国国家博
物馆举办的 “赵俊生艺
术展 ” 引发人们关注 。
展出的已故艺术家赵俊
生 的 150 余 幅 作 品 ，
均为艺术家家属无偿捐
赠给国博的。 赵俊生画
老 北 京 风 情 、 古 人 诗
意、 新仕女、 佛像， 线
条是安静的， 趣味是自
如的， 无不具有中国内
在精神的成分。 有艺术
评论家认为， 从这些作
品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
既无浮躁也无慌张， 那
是一种真挚、 恬淡、 没
有功利心的情感， 在当
今画坛难能可贵。

用笔墨触碰老北京
的感动、 趣味与灵魂

“老北京风情 ” 最是赵俊生的拿

手 好 戏 。 他 笔 下 那 些 曲 曲 幽 幽 的 胡

同 里 ， 高高耸起的城墙下 ， 氤氲着绵

绵 的 人 情 。 笔 墨 所 到 之 处 ， 通 过 变

形 、 夸 张 、 色 彩 等 多 种 现 代 构 图 语

言 ， 渲染着感动 ， 抖落着趣味 ， 也勾

勒出这座城的灵魂 。 其中 ， 天桥上的

市井生活场景是他画得最多的 。 赵俊

生从小在天津生活 ， 对少年时曾流连

忘 返 的 南 市 旧 情 难 忘 ， 来 到 北 京 后

便 对 同 属 “四 大 世 俗 生 活 区 ” 的 天

桥 感 觉 亲 切 。
细 细 端 详 这 些 画 ， 人 们 会 发 现 ，

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画下的老北京风情

其实各有风味、 各不重样。 始于 1994
年前后的 “故都风情 ” 系列 ， 是赵俊

生较早时期画下的老北京风情 。 清一

色的方构图 ， 打破时空关系 ， 如壁画

那般把许多关联的人物、 故事与建筑、

场景串联到一起 。 画面带了些重彩画

法， 漾出时尚的装饰趣味。 到了 1997
年 ， 赵俊生在这类题材上的处理反而

转向了传统构图 ， 笔墨删繁就简 ， 画

中有着不少留白 ， 无形之中却强化了

视觉冲击力 。 比如他画赶庙会 ， 就画

一家三口和一头驴 ， 生活的情味都藏

在画中的细节处 ， 父亲叼着烟斗背过

手来牵驴 ， 身穿红色大褂的母亲抱着

孩子坐在驴背上 ， 孩子手中那串长长

的大红冰糖葫芦格外显眼 ， 看似率意

为之的眼神 ， 更是将人物的性格特征

和内心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 。 2005 年

的 “旧京风情 ” 系列 ， 竟然又走向简

的对面 ， 以繁来构造一个复杂的社会

场景 ， 比如以宽大的场景再现天桥杂

技 、 天桥说唱 ， 画面上数十上百个人

物 却 又 各 不 重 样 ， 动 态 神 情 之 谐 趣 ，
令人想到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 。 时

隔 一 年 的 《老 北 京 风 景 图 》 四 条 屏 ，
不仅在以形式向传统致敬 ， 画面上方

的题跋也大段出现 ， 似乎更接近文人

的路数。

不满足于以人们熟
悉的个人符号而融入商
业社会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 赵俊生笔下，
远不限于老北京风情 ， 甚至不止于人

物画 、 风俗画 。 他还画具有装饰趣味

的 水 粉 静 物 ， 寥 寥 数 笔 的 花 鸟 虫 鱼 ，
兼工带写的山川村落 ， 也以丙烯 、 重

彩 、 综合材料等多种形式毫无禁忌地

尝试 ， 比如他的 “实验图式系列 ” 就

通 过 笔 墨 语 言 来 架 构 当 代 观 念 艺 术 ，
从而融入画坛上正在酝酿成型的新艺

术的潮流。
在艺术家兼艺术评论家陈履生看

来 ， 赵俊生其人其画有着常人难以捉

摸之处 。 这是因为———如果赵 俊 生 一

直在画老北京及其风情 ， 一直表现那

种民俗的趣味 ， 人们能够极其方便地

了解他 ； 而他自己也可以根据这样的

社会认知 ， 以人们熟悉的个人符号而

融入到商业社会之中 ， 并被社会所接

受 。 偏偏 ， 赵俊生没有像许多著名画

家那样去经营自己具有符号性的社会认

可的题材； 他一直不满足那种符号性，
希望通过新的突破来实现自己的艺术理

想， 展现自己多方面的才华。 赵俊生多

方面的题材与不同的形式语言， 使得人

们很难把握他的艺术走向， 这正和当代

中国画坛上流行的从一而终的、 偏居一

隅的样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理解赵俊生的画 ， 事实上绕不开

赵俊生这个人。 “二憨”， 是京城画界

给他的绰号 ， 说的是赵俊生一门心思

画画， 别的什么都不问。 在好友眼中，
这是一个低调本分的人 ， 对生活从无

过 高 的 奢 望 ， 在 作 画 上 却 极 不 安 分 ，
不断有新的追求 。 直至生命的最后阶

段， 赵俊生还倚坐在摇高了的病床上，
手持速写本不停地勾画着 。 妻子问他

在画什么 ， 他说正酝酿一幅大画 ， 出

院后要将两张丈二宣对接起来横着裁

开 ， 画一幅以醉翁亭为题的长卷 ， 人

物山水花鸟融为一体……可惜这幅画

的构思终究在他的脑海里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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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展讯

《邂逅 ： 达芬奇至伦勃
朗时期肖像画展》

地点： 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

时间： 即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22 日

展览共展出超过 50 幅文艺复

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肖像画，创

作者包括达芬奇、丢勒、小汉斯·霍

尔拜因、 鲁本斯、 伦勃朗等， 创作

时间从 15 世纪至 17 世纪 。 其中 ，
达芬奇于 1504 年至 1506 年绘制的

男 性 人 体 研 究 图 ， 以 及 8 幅 小 汉

斯·霍尔拜因的肖像画由英国皇室

收 藏 。 霍 尔 拜 因 是 绘 画 史 上 的 明

珠。 此次展览呈现的一件霍尔拜因

所绘制的 《戴着白色头饰的女人》
格外引人关注， 这是都铎时代的一

位无名女人， 她带着一种冷静的蔑

视和泰然自若的目光盯着人们， 眼

神里似乎看到了太多都铎宫廷里的

故事。

《修复进行中》

地点： 波士顿美术馆

时间： 即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11 日

一场特殊的展览正在波士顿美

术馆进行———展厅中划出专门的修

复区域， 观众可以近距离围观该美

术馆亚洲绘画修复室修复文物的整

个过程， 聆听讲解， 还能与修复师

进行交流。 这是波士顿美术馆第一

次在现场公开修复中国古画。
在这些修复的对象中， 有一件

中国明代 （16 世纪 ） 的道教人物

绢画 《道教雷部辛天君画像》。 这

幅画尺寸巨大 ， 画心高约 3.8 米 ，
宽 2.5 米多。 如果算上装裱， 整体

高接近 5 米， 宽接近 3 米。 它历经

沧桑， 状态相当糟糕， 此次修复团

队不仅要 为 该 画 做 “清 洁 服 务 ”，
还打算对它进行重新裱褙。

《物品： 时尚是否摩登？》

地点：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时间 ： 2017 年 10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 月 28 日

整个展览将占用六层的整个空

间， 并以探索时尚的主题进行， 将

展示上个世纪以来对时尚界最具影

响力的 111 件服装和配饰。
时 尚 存 在 于 一 个 复 杂 的 系 统

中， 就如同时尚会被造型、 科技和

文化影响， 它同时也可以被经济等

其它因素影响。 此次展览将视每一

件展品作为一个镜头来审视这个复

杂的系统。 这 111 件所谓的 “典范

物品” 会在情景视频和图片的陪衬

下 化 身 过 去 100 年 间 最 典 型 的 事

物 ， 追 溯 每 一 件 物 品 的 历 史 和 原

型。 展览还将邀请新一代的设计师

和工程师， 用新的媒介和材料对其

中一些被认为不可或缺的物品进行

回应与改造， 以此探讨当今社会下

时尚性与功能性、 科技与文化、 审

美、 劳动等方面如何互动。

萨尔瓦多· 达利和马塞尔·杜

尚各自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和达达

主义的标杆人物。 这场展览由伦敦

皇家艺术学院携手佛罗里达的圣彼

得堡达利美术馆、 达利基金会以及

马塞尔·杜尚协会共同举办的展览，
通过同时展示两位艺术家的作品，
形成两者间的对话， 将创作多变

的两者重新定位为艺术成就早已跨

越了艺术史的严格定义及人们普通

认知的人物。 展览共将展出两人创

作的逾 80 件作品， 包括萨尔瓦多·
达利的摄影和马塞尔·杜尚的绘画

等在市场上鲜见的稀有作品。
具有远见的法国艺术家杜尚的

油画， 将悬挂在达利的作品旁， 而

后者作品中的超现实元素与杜尚的

现成品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鉴

于两位艺术家在生活中也是朋友的

关系， 展览还将呈现两人之间讨论

语言、 光学以及游戏等共同兴趣爱

好的通信往来。

《达利/杜尚》

地点：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

时间 ： 2017 年 10 月 7 日 至

2018 年 1 月 3 日

马塞尔·杜尚的绘画

这样的画面中，
涌动着真挚、恬淡、温暖的情感

赵俊生艺术展在京揭幕， 百件遗作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

本报记者 范昕

中国画历经千余年的发展， 高峰
林立， 形成了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
独特性， 也形成了具有一定艺术程式
的中国画传统。 这一优秀传统是我们
今天必须珍视的。 在 20 世纪初， 当
这一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绘画艺术形
式遇到了新文化， 相互碰撞所引发的
旷日持久的争论， 形成了关于传统中
国画发展的各种设想， 都成为 20 世
纪中国画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路径， 而
变革是其中的主流。 与之同时， 在变
革中保留传统的基本形式也是主流的
声音。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新旧磨
合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 中国画的
现状不仅显现出与时代相应的各种问
题， 而且许多画家也在用实践来面对
和回应现实中的问题， 这就是改革开
放之后中国画发展的时代背景。

赵俊生先生应是这一时期的中间
派。 他出生于 1944 年， 这一年龄段
的画家上有老下有小， 他们承载着社
会和家庭这两个方面的压力 。 1985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 “半截子美
展” 的主题正是指向这种状态。 不管
是 “没有出壳的鸡 ”， 还是已经 “孵
过的蛋”， 都是一种难言的尴尬。

赵俊生 1966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
学院附中， 本来他可以像天之骄子一
样进入中央美院， 成全他自小就立下

的做大画家的梦想， 却因那个特殊的
动荡年代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那个时
期， 赵俊生没有得到展现才华的机会，
直到 1969 年下放到张家口蔚县参加
农业劳动， 依然没有可能在专业上得
到发展。他走向专业归口是在 1973 年
分配到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下属的机
构，从事组织全国美展的工作，由此，他
开始了毕生奉献给美术事业的道路。不
久他转入到中国美术馆工作，直到在中
国美术馆退休，应该说，他为这一时期
的美术工作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也帮助
过很多这一时期的美术家。

作为一个在美院附中 “孵过的蛋”，
又因没能升入中央美院而成为一只 “没
有出壳的鸡”， 赵俊生和这一时期的很
多画家一样， 非常努力地画插图、 画连
环画等等。 在这种大众美术的实践中，
其画艺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弥补了
没有得到大学教育的不足。 或许正是
因 为 知 道 自 己 有 不 足 ， 赵 俊 生 在
1980 年代以后则更加努力 。 他的勤
奋和他扎实的功底以及他对于中国画
的独特理解， 使得他能够在各种题材
和各种画法上全线出击， 进行多方面
的探索， 因此， 他像其父亲、 著名津
门画家赵松涛先生那样， 人物、 山水、
花鸟各擅其能， 能工能写。 虽然， 他
最终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人物画方面 ，

不像他父亲定格在山水画方面， 但赵
俊生的艺术道路有着深厚的家学影响，
尽管他走的又是远离家学的道路。

赵俊生先生是一位具有多种才艺
的画家， 他不局限在一种题材与一种
画法之上。 在人们的印象中， 赵俊生
是一位擅长画老北京的高手， 在他的
笔下既有天桥的把式， 又有胡同里的
京腔， 他把风情和民俗结合起来， 为
当代人展现了已经远去的旧京风情 。
他在为人们保留记忆的同时， 又用自
己的笔墨重新塑造了一种连接着陈师
曾当年 《北京风俗图》 的趣味， 显然，
这也是和他一直生活在京津地区紧密
相关。 赵俊生又和齐白石一样， 把民
间的题材与文人的笔墨结合起来， 表
现出不同一般的风情和民俗特点。 还
应该看到 ， 赵俊生一直介入在 1990
年代时兴的文人画思潮之中， 不管是
新与旧， 都表明了他对文人艺术的眷
念与爱好。 因此， 他的题材中出现一
些古人的身影， 如 “竹林七贤” “东
坡赏梅 ” 等 。 尤其是文人在花前月
下、 吟咏酬酢的种种情态， 似乎与他
笔下的那些旧京下层生活中的表现大
相径庭 。 这就是赵俊生绘画的多样
性。 他总是不满足于自己， 不满足于
似乎好像已经定格的属于自己的题材
和笔墨， 所以， 在新世纪前后受到现

代艺术思潮的影响时， 他也画了一批
具有当代性的作品 ， 又与文人传统 、
文人艺术拉开了距离。 这种表现当代
观念的作品融入到他的整体之中， 就
建构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赵俊生艺术
的特色， 显然， 这是不同寻常的。 有
时代的印记， 又有他自己发展的轨迹，
还有其凸显的属于他个人的艺术风格。

赵俊生先生是一个思想上活跃 、
艺术上心灵手巧的画家。 赵俊生曾以
“二憨 ” 为笔名 。 他对人的确憨厚 ，
我与他在中国美术馆同事八年， 经常
在一起小酌聊艺， 对他的了解更多一
些。 他人缘好， 有求必应， 可在艺术
创作上他并不 “憨”， 而是非常内秀，
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和理想。

客观地说， 赵俊生在有生之年取得
了不平凡的艺术成就， 这与他在中国美
术馆几十年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 中
国美术馆的藏品和每年几十个、 上百个
的各种展览， 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 增
强了他的艺术辨别力， 也提升了他的艺
术创作能力和在多样化道路上的发展潜
能。 我常想， 如果再给赵俊生十年的时
间， 当他把伸出去的五指握成有力的拳
头， 他的艺术创作将会勇猛精进， 艺术
成就将会更大 。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 ，
没有再给他这重要的十年。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
他努力寻找中国画的新路径

吕章申

赵 俊 生 创 作 于 2010 年 的

《竹林七贤图》 局部

左 图 为 赵 俊 生 创 作 于

2001 年的 《养生图》
上 图 为 赵 俊 生 创 作 于

1994 年的 《棋迷》
右 图 为 赵 俊 生 创 作 于

2009 年的 《依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