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舍和风”是澄子（赵澄襄）给自己系
列画作的一种命名。“雅”与“和”，在画家笔
下充分地濡染，成为她画作的文化格调，也
成为她画作显著的艺术特征。澄子向我们
传达的“雅”与“和”，是通过她的画境——一
种文化的想象来实现的。如果你邂逅过澄
子的画作，便不难看出画家的怀旧情愫，她
怀念并力挽即将消逝的文化及其熏染下的
生活状态。那些旧时的雕花屏风、嵌石板的
红木太师椅、漆成红色的靠椅和案几及五斗
柜和大立柜、装食物的几屉的花篮、铜脸盆、
青花瓷器、线装书……都在符号化地表现画
家的内心，诉说画家的某种情愫。澄子就是
通过构图和色彩把这些符号嵌入个人的梦
境——一个滋养画家的扎根于儿时记忆中
的乌托邦！

澄子给自己画作起名有“时光的声音”
“秋日花语”“岁月如意”“吾乡吾土”“今夕
何年”“旧日情思”“老屋里的时光”“遥远的
歌谣”等，似乎不尽的怀旧思乡之水绵延而
来。而澄子画中的旧日之乡、老屋，只是她
的文化想象，而不是具体可指的某个乡、某
处屋；只是她寄予生活理想的乌托邦，而不
具有确凿的地理位置。因此，她的怀旧思
乡，是一种具象生活之外的富于文化想象
和审美想象的抽象生活。正是这样一种存
在于心灵世界的生活，成就了她对“雅”与

“和”的追求。她画过去的，其实也是她现
在的。

澄子在汕头这座城市的一隅有一处自己
的艺术工作室，名曰：“澄境居”，我想，是取意

“澄明之境”。这是临街的建筑，外面车水马
龙，市井喧嚣，室内却是素雅清明，书画溢

香。她给自己营造了一个“雅”“和”的世界，
又希望从这里将她的文化想象寄托在色彩的

“雅”“和”世界里。“澄境居”成了她造梦的乐
园，她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的美好回望或前
瞻，都打上“澄境”的标识。

“雅”与“和”是澄子乌托邦梦境的两
大营构。生活在“澄境”中的澄子不是世
俗之辈，她所营构的“雅”是不为流俗所倾
慕的古雅、淡雅、文雅、高雅；她所营构的

“和”是不为粗俗所谄媚的和婉、和畅、和
善、和美。

澄子的画作中少见人影，往往只画居室
里的生活摆设，但是人活动其间的痕迹无处
不在，让观画者感觉人气充盈其间，挪动过
位置的椅子、翻开的书页、喝了一半的茶、留
在椅上的折扇……给人一种类似于“只听楼

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审美期待。澄子把人
隐于画外，让出画面给各种古雅的家具摆
设，让这些家具摆设构成一个可以想象的雅
舍和美画境，观者的再造想象很自然地从画
境中看到人的存在，一个不被现代生活浪潮
吞噬的人的存在。

澄子想过的是一种传统文人生活。她构
筑的“雅舍”，她生成的“和风”，是她自己能够
藏身其中的快乐之所，为的就是在内心建立
一种能够与喧哗都市、世俗浊气间离开来的
生活。尽管这样的生活往往只是一种想象，
但是，对于需要自己的内心生活的文人来说，
这已经非常自得其乐。在一个快乐很容易被
别人掠夺的世界，能够自得其乐已经不易。
澄子有理由让自己的文化想象构成一个不被
侵扰的独立自足的世界。 （文/鲁澄南）

过去的也是现在的
——赵澄襄画作中的“雅舍”滋养

近日中国国家画院与国家文物局合作，
把中国画与文物古迹两个文化国粹联姻，配
合北京“中轴线”申遗、让文物“活起来”等重

大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开展实施了以
“中国画 画文物”为主题的创作活动。用这
一新颖别致的创作角度，融合当前文旅与申
遗潮流，可谓是一项极具奇思妙想意味的国
家艺术创作工程，其文化价值与社会效益也
必将深远而宏阔。

中国画与文物古迹看似中国传统文化的
两支近亲血脉，实则在文化品质上面有着巨
大的融合落差，文物古迹包括建筑、雕塑、遗
址、器物，当然也包括传世书画以及洞窟壁
画，他们的物质材料以及文化内涵、文化信息
都已自成一体、完善而自足了。中国画以纸
墨材料、平面线条为表现特征，所以把文物古
迹纳入中国画的表现语汇体系之中是有一定
难度的。另外因文物古迹在今人心目之中都
具有了一定的认识、印象和概念，以此为题材
再创作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跳舞，把文物
为我所用。画家们出于奇思妙想、偶一为之
不难，但是如果把这个题材作为专门的创作
方向，其创作难度就会急剧增加。

前人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有限的创作案
例，梳理和回顾前辈大家们这个类型的作品
还是能够为我们带来诸多的启迪和借鉴的，
甚至也能从中找到一些方法。前辈诸家大约
是沿着三条路径展开的，第一条路径就是把
文物古迹还原到它的生产和创作场景中去，
把单体的文物添加人物和情节，从而弥散为
一种历史活动场景，这个类型的代表之作就
是潘絜兹先生在1950年代创作的《古代石窟
艺术的创造者》。在这幅作品之中，潘絜兹先
生以敦煌壁画为题材，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现
了绘制壁画的工匠艺人的艰辛劳动，突出了
人物的活动，从而表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和
文化艺术的创造者”这样一个历史观念。另
外这个类型的经典之作还可以延伸一下，像
张宏图的油画作品《永恒》，也是以霍去病墓
前石刻老虎为题材，表现石雕匠人的艰苦劳
动与生命创造。

第二个途径是游历怀古和观览欣赏。通
过描绘今人对文物古迹的观摩、体验感受，这
样就可以把古今同框，表现一种文化认同和
精神文脉血缘关联，从而以今人的视野和反
应来表现文物鲜活的精神价值和永恒的文化

内涵，这也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一种手段，历
史文物在我们民族精神文化链条上发挥着导
引作用，具有价值导向意义。这个类型的代
表作包括李可染的《德累斯顿教堂》、钱松岩
的《爱晚亭》、吴冠中的《乐山大佛》，孙滋溪的

《天安门前》、王路的《古田精神永放光芒》
等。尤其是钱松岩以表现红色革命圣地为题
材的作品表现更为经典，像《爱晚亭》中以小
学生参观红色革命遗迹爱晚亭为场景，以此
来表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样一种主题。这
个类型的创作逻辑就如同孟浩然在《与诸子
登岘山》中所描绘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
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表现了一种
古今精神谱系的传递与接受。

如果说第一种场景复原类型是一种历史
回顾，那么第二种游历怀古类型就相当于文
物写生，而第三种则更近于一种创作。这个
类型的创作是把文物古迹作为一种文化元素
与历史符号，经过重新组织和发挥，从而生发
出另外一种延伸性的主题和意境。这个类型
的创作包括钱松岩的《红岩》、石鲁的《广东农
讲所》、周韶华的《黄河魂》等，他们都把文物
古迹作为一种形象元素与意境转换机关，通
过象征、寓意等手法，实现了文物信息主题的
再阐发。钱松岩的《红岩》把红四军指挥部旧
址运用红岩形象来感性地渲染革命精神，石
鲁运用农讲所的竹笋生长来寓意革命精神的
传播与壮大，周韶华把六朝文物与黄河奔流
并置来表现民族精神与气魄等，这是难度更
高、艺术性更强的一种创作类型。

中国画画文物的创作路径，其本体逻辑
还是经由文物古迹这个题材来进行二度创
作，文物古迹只是一个题材和路径，其最终目
的还是要表现艺术家的主观感受，这才是其
最基本的创作方法。艺术家游历名胜古迹，
观览前朝遗物，进行文物古迹写生，这是艺术
创作的基本前提，另外在具体方法上我认为
还可以阅读文献，进入专题历史研究的境界，
从而获取更丰富细致的历史文化信息，考察
文物古迹生成的背景与环境，最后形成艺术
家自己对于历史、文化、民族生存的感悟与反
思，生命的感怀，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画画文物
的最后目的与宗旨。形成了这种本体内核之

后，艺术家在表现上就势必要打破文物古迹
本身的独立性，或者变换角度、转换材料，这
样也才能把自己的主观表现放置进去，以文
物为媒介，最后还要走出文物，拒绝单纯描摹
与客观刻画，打破文物的独立性、超越文物的
客观性与物质性，表现你自己的所思所想，正
如同杜牧的咏史诗，是以史为由、意在抒怀。
这才是中国画画文物的本质内涵。

人们都说命题艺术创作是戴着脚镣舞蹈，
以文物古迹为题材的中国画创作更何况还要
照顾到文保、申遗宣传等非艺术本体的功用，
所以中国画画文物是艺术家带着更加沉重的
脚镣在跳舞，艺术创作就是艺术家在这种种限
制之中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自由、自在与自我。

（作者马明宸，系北京画院研究员、中国工
笔画学会理事。本文根据作者2023年12月在
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中国画 画文物——北京
中轴线主题写生作品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中国画 画文物：用本土艺术表现民族感怀

何海霞(1908年-1998年)，学成于大风堂，
成名于长安画派，隆盛于晚年的自我变革。
何海霞的艺术生涯从北京出发，后辗转于西
南和西北，一生足迹遍布祖国山川河流。俯
仰之间，把对祖国、对时代、对人民的自豪和
喜爱倾注笔端，完成大量充满浓郁生活气息、
强烈时代感的画卷，堪称百年中国画坛和近
百年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

作品《且看千山起卧龙》画于燕山脚下，
潇洒豪迈，纵横捭阖，气势磅礴，将长城之壮
美尽收笔底。1976年，68岁的何海霞调回北
京，开始了他绘画艺术的全盛时期。

王鲁湘认为，从1976年实际调入北京，
到1984年正式成为国家画院的画师，何海
霞先生的艺术生命得以灿烂绽放。他也受
到了北京美术界的欢迎，作品在重要场合
悬挂展示，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北京
饭店、京西宾馆、人民大会堂等，他为这些
代表国家形象和尊严的场所绘制了许多巨
幅山水画，或者是青绿，或者是金碧，皇图
壮丽，天高地迥。成为这些举行重大国事
的场所最为活跃的画师。

何海霞笔下山水之雄伟能把人的情绪调
动起来，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使人不仅能
感觉到画家个性的张扬，更可以领悟中华民族
团结奋起的力量。而这种壮美催人的奥妙，是
何海霞一生苦苦寻觅的神韵，也是其山水画创
作的一个重大突破。 （文/李世杰）

且看千山起卧龙

潘絜兹 石窟艺术的创造者 1953年

钱松岩 红岩
104cm×81.5cm 纸本设色 1962年

吴冠中 乐山大佛
102cm×102cm 纸本设色 1979年

何海霞 且看千山起卧龙
设色纸本 178cm×95.5cm
钤印：何氏、海霞、爱我河山、何
款识：且看千山起卧龙，望长城。

何海霞作于燕山角下。

赵澄襄（澄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画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画》杂志社书画院工笔重彩创
作研究员、汕头画院画师。长期从事中国
画、现代水墨、现代剪纸创作和散文写
作。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
院、浙江美术馆、湖北美术馆等多家文化
和美术机构和海内外收藏家收藏。

赵澄襄 雅舍和风图 92cm×200cm 纸本设色 2023年

赵澄襄 民居风景 99cm×100cm 纸本设色 2021年赵澄襄 小园故事 76cm×48cm 纸本设色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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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澄襄 惠风和畅 69cm×69cm 纸本设色 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