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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已經有些年了，趙貴德就提出怎樣讓色彩
獨立的問題，意思是讓色彩不只是助墨發彩，而
是在畫面上也像墨一樣，獨立發揮作用，承擔任
務和責任。於暑期我和貴德同在一處畫畫，他畫
牛、我畫山，都使用五彩斑斕輝煌富麗的色彩，
並且我們又討論了關於色彩問題的一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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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稱華夏，華者花也，中國是被看作一個衣着華美無比的民族和
國家，這當然與中國很早就發明了蠶絲不無關係，因為絲織品容易着

色，並且着色後鮮明豔麗，加之我國最初的一個王朝是夏，故稱華夏。在
這個絲綢故鄉，輕衣薄帶、衫裙飄動、五彩飛揚的神仙國度裡，重視色彩
當然就是我們的傳統。但在繪畫的發展進程中，我們從注重色彩，漸自走
向注重水墨，在水墨為主的繪畫中，色彩只起輔助作用，故有助墨發彩之
論。畫水墨當然也從古代找根據，李耳(老子)就說過五色讓他頭暈目眩(五
色令人目盲)，李耳在中國名聲太大了，作為思考的根據當然是夠範的。其
實泱泱大國在千年傳承中，本就十分豐富，哪個方面的傳統根據都不難找
到，肉吃多了想吃口素，是不難理解的，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當水墨興盛
已有千年歷史的今天，再回望上古，從源頭上思考這個問題，也就產生了
另類的價值思考。

畫面具有盛唐精神風貌
現在於繪畫中，從着色的角度看，有純墨作畫一類，墨分濃淡乾濕，

不着任何其他顏色；還有在水墨的基礎上淡着色的一類，如山水中的淺
絳，花鳥、人物畫也有以水墨為主，淡着色的一類；再就是濃重着色的
一類，於人物畫中多稱重彩，花鳥畫中稱工筆，多以墨線為骨，不勾墨
線的稱沒骨，以寫意筆法直接以色點畫的稱沒骨點染；山水畫中重着色
的一類稱為青綠山水，如再加了金色則稱金碧山水。上世紀以來在潑墨
的基礎上，又有人創了潑彩，也算是一種時代風貌。
趙貴德在畫動物畫時如牛、馬、雞，也有時畫小鳥荷花等，他使用紅

黃綠、紅黃藍，使畫面產生了強烈的富麗堂皇的效果和感覺，讓人覺得
大漢與盛唐的精神風貌又被招回來了，讀他的畫讓人有一種振奮感。他
的追求和感覺來自於對民間玩具包括泥玩具、布玩具、木玩具等，以及
寺廟壁畫、石窟壁畫、上古岩畫，和民間木板年畫，特別是古樸粗獷、
色彩強烈的武強年畫他都作過研究，他想把民間的強烈色彩用於中國畫
的嘗試已經有很多年了，前些年他也開始在畫面上部分地使用潑彩，雖
然用色也力求強烈，但總覺得依賴自然滲化，對於彰顯主觀意圖的明確
性上有不足之處，所以他常往還於勾填與潑灑之間，後來胡嘉梁的吉祥
文化說，使他面對畫面的吉祥色彩，更有了進一步的明確與穩定。

表現新世紀華彩
暑期我們在一起的討論，又進一步達到了一種新的明確。對於一個畫家

來說明確是很重要的。有了某種意識，但明確程度不夠，就很難做到位，或

者應該抓住的東西，由於不明確，常常被不自覺地消解、沖淡、流逝，這是
很多勤於實踐的畫家都會有的體味。在一種新的感受和認識下我們集中畫了
一批這樣五彩斑斕、色彩閃爍跳動的畫，也都自我感覺頗有收獲。趙貴德的
畫比我的畫更強烈輝煌，他着色有以色直取，有間墨勾填，他把所畫動物衍
化成獨具特色的大型框架結構，在大分割中大組合，從而形成大面積的色彩
對應組合關係，使得畫面達到一種無以復加的強烈輝煌，閃耀着一種富麗堂
皇、張力非凡、精神抖擻的氣象精神，有一種民間和廟堂雜遝而來的感覺，
有一種漢唐盛世氣象魂魄被招回來的感覺。在文化中的這種精神氣象，我把
它稱為中華魂。現在文化上我們的中華魂似在消散、在丟失，這是需要智者
把它找回來的。趙貴德就是在找中華魂、聚中華魂的智者、努力者、苦行
者、奮鬥者。我覺得我們大中華的不少方面都是很需要這種人的。至於我的
山水畫，雖然也是五彩斑斕，但給人的感覺與貴德並不相同，我的畫給人的
感覺主要是繽紛自由，着色方法則是分離與碰撞並用的方式，大氣象則遠不
及貴德強烈高華，這也是我未來努力的方向。
後來我把這種方法冠名為「華彩」，稱趙貴德的動物畫為「華彩動

物」；我的山水畫為「華彩山水」。我們自認為「華彩」算是青綠、重
彩、水墨、潑墨、潑彩之後的又一種方式。
當然我們的本意也並非是多年的努力與研究只是在於一種着色方式樣

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和平崛起，經濟騰飛，使歷經百年苦難之後的
中華民族又沉浸於大發展的興奮之中，怎樣反映中華民族的當下心態，就
成了我們着重思考的核心問題。我們覺得作為藝術家理應有這樣的責任，
這樣的擔當，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一個新的百年開端也理應有一定的
新思考、新氣象、新面貌。
對於中國畫而言，水墨固然高貴典雅，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精華，但又

覺得與當下五光十色的現實、流光溢彩的生活、振奮愉悅的心態還是有
一定距離，於是我們就着意從水墨之前的文化傳統與藝術留存來思考我
們新的生長點。當然這也包涵了我們一向認為中國藝術的現代、當代應
當是中國藝術的發展產物，不應當僅僅是別民族、別國家現代、當代藝
術的移植品。我們認為人類藝術的發展也不能全球吃大鍋飯。藝術如果
失去了特色哪裡還會有生命；一個藝術家要有自己的特色；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同的歷史時空也應當有自己獨立的表
達，這樣人類的藝術史才好看。假如文化與藝術真的有主流與邊緣，那
麼爭作主流自然可以理解，但甘心或爭作邊緣則是不好解釋的事。尤其
我們這樣大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而且曾經是地球上東方藝術的一面
特色鮮明的旗幟，到了現在怎麼能放棄自己的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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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貴德，滿族，1937年生於北京。
第五、六屆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第三屆河北省美術家協會主席。

現為河北美術出版社編審，河北省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河北省政協
文史館館員，第一批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專家。

作品曾獲北京亞運會體育美展銀牌獎，入選《百年中國畫大展》；
《激流》、《春潮》等作品入選第五、六、九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
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江蘇美術館等單位以及諸多國家和地區的藝術機
構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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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間（2014年，186×186cm）

■長壽樂（2015年，180×180cm）

■憶仙姿（2015年，186×96cm）

■天香引（2015年，186×186cm）

■於樂飛（2015年，186×186cm）

■萬年春（2014年，186×186cm）

■上陽春（2014年，186×186cm）

■見龍門（2015年，96×180cm） ■丹鳳吟（2014年，186×18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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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生於河北淶源。1965年畢

業於天津美術學院。河北美術出版社
編審。曾任河北省美術家協會副秘書
長，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著名國畫家，作品《奔向江

河》、《莽原》、《雨過山如洗》等
多次入選全國性大展，並被中國美術
館、江蘇美術館等藝術機構收藏。
多年來一直集中精力潛心研究中國

畫當代新文觀課題。《心智構象·坐
地行天》、《文心結圖·神意造
品》、《文化性是中國特色的核心》
等多篇學術論文被評為「共和國60周
年優秀成果」特別金獎，「世界華人
重大科研成果」特等獎。並收入中共
中央黨校《紅色記憶理論文集》，同
時入編《世界大百科全書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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