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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成的美学体系
赵建成从事中国人物

画创作三十余载，毋庸置
疑的是他已成为当代中国
水墨人物画的翘楚，其人
物画无论是立意、笔墨，还
是气度神韵，均属大手笔，
而他那宽宏磊落的绘画风
范和胸怀器量在当世亦是
罕见的。他的艺术不仅是
具有传统的，更是具有当
代性的，这种传统性与当
代性的集成使得他的艺术
在中国画的文脉延续中具
有里程碑式的价值和意
义。

两个世界
及价值判断

早在1988年，李明、徐
培范在《美术》杂志刊发了

《赵建成的两个世界及价
值判断》的研究文章，文中
指出赵建成看似相互矛盾
的两种精神境界及美学追
求。一个世界“粗蛮”、“沉
郁”，一个世界“温文尔
雅”、“柔情”、“浪漫”。前者
更多地表现在其获奖作品
或主题性创作中：《铺路
石》、《厚土》、《沂蒙娃》、

《祁连英魂》等一系列“浓
重”、“凝滞”、“沉郁”风格
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中，赵
建成表现了突出的力量
感，富有强烈的英雄主义
色彩；而在女性题材的系
列作品中，赵建成完全是
一个“有着浓郁人文主义
精神与柔情的现代才子”。

《一篮春色》中那个端庄、
淳朴的卖花少女，与苏州
园林的背景交互掩映，让
观者禁不住为青春的美妙
而动情，从这其中所表达
的至情、至善、至美，便可
窥视到画家柔情似水的一
面。

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
精神世界产生的原因，李

明、徐培范阐释的很清楚：
“我们认为，对两个矛盾世
界的根源的探究，恐怕唯
有从赵建成身上生存的和
文化的两端来追寻。作为
生存者，他经历过人生的
坎坎坷坷，既已承受过这
艰难的一页，当然需要抒
发与倾诉，需要心灵的释
放与平衡，于是就构成了
第一个世界的情感基因。
同时，作为文化人的他，又
受着传统文人画的影响和
种种现代哲学艺术思潮的
诱惑，与本性中渴求宁静
舒然的心态融为一体，日
趋空灵与超然，这就构成
了第二个世界的悟性基
础。”

正如李明、徐培范所
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在赵建成的艺术创作之路
中总是伴随会有“两个世
界”交替出现的现象。那种
带着蛮荒野性的力量与温
文尔雅的人文气息形成鲜

明对比，成为赵建成绘画
气质中两种看似矛盾却并
存的趣事。如今，身在当代
艺术的氛围中，赵建成那
股曾经蕴藏于黄土高原的
生猛野性却被过于浮躁的
现世激发为对“真理”的宗
教式虔诚，粗蛮的力量渐
渐内化为对往昔知识分子
的敬畏之情，情之深逐渐
外化为他日后对历史性绘
画题材的探索中，画幅的
逐渐增大，画面布局与人
物外轮廓的简约化处理，
无不是赵建成内在生命力
量的彰显形式。

“雄健”、“充实”
的儒家美学

作为从事国画人物创
作的当代艺术家，赵建成
曾经审慎地思考过当下艺
术创作的终极目的，他完
全能够理解遗传自西方现
代派艺术而直接反映社会

阴暗面的当代艺术，原因
就在于他知晓这种艺术是
时代精神作用于创作的结
果。但是，赵建成并没有试
图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
直接映射当下社会，或者
当事者直接的心理，他要
通过创作彰显的是一种对
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办
法。

赵建成以大幅尺寸的
系列历史(英雄)人物画创
作，阐释他心中的“宏大气
象”与“浩然正气”。很明
显，他希望通过艺术唤回
已逝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精神。在中国传统审美趣
味中，杜甫的诗歌及颜真
卿书法成为这一美学的典
型代表。在西方，赵建成追
求的“宏大气象”又与“崇
高”美学相应。从美学角度
而言，赵建成有着对于中
国传统儒家“雄健”、“充
实”之美的继承，以及西方

“崇高”美学的特征。同时，
承载着他对正大气象认知
的是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
世纪初中西学兼备的知识
分子形象(如康有为、王国
维、辜鸿铭等)。那是一种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国家兴亡，肉
食者谍之。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儒家“济世”精神。

赵建成在他的人物画
创作中，将传统儒家“忠
君”精神与作为特殊知识
生产者之知识分子的“自
由思想”精神相融合，以

“正大气象”的至高格调予
以颂扬。儒家“雄健”、“充
实”之美便是呈现在赵建
成历史人物画创作中的美
学追求。

噪摘自《当代中国画
文脉研究——— 赵建成卷》

1949年5月，出生于山东青岛。
1984年，作品《铺路石》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奖；
1987年，作品《沂蒙娃》获“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60周年全国美展”一等奖；
1988年，《美术》杂志第6期发表专文《赵建成的两个

世界与价值判断》；
1989年，作品《厚土》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
1994年，作品《金秋》获“第八届全国美展”最高奖；
1999年，作品《魂系雪山——— 孔繁森》获“第九届全国

美展”铜奖；
2000年，作品《金秋》入选“百年中国画大展”；
2004年，作品《西部放歌——— 灵光》获“第十届全国美

展”银奖；作品《水墨人生——— 黄宾虹》荣获中
国艺术研究院颁发的“黄宾虹学术奖”；作品

《灵光》获文化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画院双
年展”最高奖学术奖；

2005年，调入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创作
院，任创作研究部主任；

2007年，承担中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创作任务，作品《国共合
作1924·广州》被国家收藏；

2008年，作品《先贤录——— 齐白石》获文化部主办的
“第四届全国画院双年展”最高奖画院奖；

2010年，担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

◆赵建成艺术简历

日期 作品名称 尺寸 拍卖公司
成交价
（万元）

成交单价
（万元）

6月2日 《哺》 127cmx61cm 北京保利 71 . 3 10 . 18

5月19日
《先贤录———

蒋兆和》
136cmx68cm 北京翰海 86 . 25 10 . 78

5月9日《执扇仕女》91cmx55cm 亚洲宏大 16 . 8 3 . 7

4月29日
《先贤录———

张大千》
137cmx69cm 中贸圣佳 61 . 6 7 . 16

4月26日 《藏女》 68cmx68cm
宋 庆 龄 基

金
13 . 44 3 . 36

4月26日
《黄宾虹头

像》
55cmx75cm

宋 庆 龄 基
金

16 . 8 4 . 5

▲厚土 180cm×180cm 1989
（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

▲先贤录——— 康有为 260cm×126cm ▲先贤录——— 齐白石 260cm×1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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