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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画家赵先闻，今年70岁，来滨州整整
50年了！

生于 1949 年，与共和国同龄，长在红旗
下，是一种骄傲的红色身份。赵先闻的同龄
人，受到时代浪潮一次次冲击，阅历之丰富历
史罕见。他们大多长期生活在农村、车间，干
过体力活，手上脚上满是茧子，“劳模”是心中
最大荣誉。但他们大多没上完大学，甚至中学
都没读几天，自然知名文化人很少。70岁的山
东知名画家就更少，日前相关部门搞活动才知
道，全省只有3人，赵先闻就是其中之一。

在滨州，赵先闻不只拿笔作画。他包村当
了两年农民，还给不少孩子看过病。他在工厂
宿舍住了8年，他进过媒体写过报道，还获过
表彰。他当过艺术馆长、画院院长、美协主席，
组织策划了大量文化活动。他是客座教授，长
期为各群体授课，不断提携年轻人……

或许正因此，他的美术创作总冒着鲜活热
气，又走在潮流之前——他最早创作了反映黄
河三角洲的系列作品《黄河入海的地方》，被称
为“黄河口的画家”；他最早研究原创美术，成
立了中国最早的原创美术研究院；他是最早在
海瓷上作画的名人之一，他的《海瓷艺术初论》
明晰了海瓷艺术的发展方向……

回头想，这一次次创新，正与滨州这座城
市的发展足迹合拍、共振——50年前，他的系
列农民速写记录了原始农业的尾声；40年前，
他的黄河口题材作品记录了胜利油田“磕头
机”丛生田野的景象；20年前，他的原创美术探
索解答着企业家精神追寻问题；近年，他探索
瓷画的时候正是滨州文创隆起阶段，他的意象
空间如荷花题材正是四环五海生态滨州建设
的艺术缩影……

国庆节来临之际，“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年
轻画家”赵先闻与滨州日报、滨州网分享了他
的美术征途 50 年，而这正是他与滨州这座城
的爱恋50年！

■ 1969 年 12 月，赵先闻被
“惠民地区是小上海”的说法“忽
悠”而来

“惠民地区好，鲁北大平原上的小上海
啊！纺织女工多啊，对象很好找！”赵先闻笑
说，50年前他是被“骗来”的。1969年，惠民地

区艺术馆王树桐老师“忽悠”他——“青岛工厂
支援，到处是外地知青，柏油马路通到了村村户
户，站在大坝上看都是一排排的白杨树……”

当年12月26日，聊城青年赵先闻走出山
东艺术学院，接受组织分配，孤身一人乘公交
来到北镇——一路上越走越冷，水越喝越咸，
一排排杨树倒是整齐，公路也挺宽，可路面上
黄土很厚，“无风三尺土，张口一嘴泥”。惟一
一个二层木质小楼是新华书店，1970年春节，
赵先闻独自在渤海饭店吃了一盘水饺，就算过
了年……

为啥没走？
“说王老师忽悠来的，那是开玩笑。听从

组织分配，不是口号，当时真这么想。”他说他
这个年龄的人经历的挫折、磨难很多，并没觉
得小城生活难熬。

“滨州人好啊！这是个乡镇起家的小城，
但开放、包容，很小很温暖。青岛工人、济南知
青、各地大学生很多，像1968年各工厂就一气
来了100多个大学生，这也是一种奇观。滨州
人淳朴、厚道、亲热，一点也不排外，很容易建
立朋友圈。干了没几年，几乎全北镇的人都认
识了。骑车子上街，老得下来寒暄，走两步就
得握手，谁买了一辆自行车，全北镇都知道！”

于是，“小青年”赵先闻从铺满塑料布的宿
舍画起，进村画农民，工地上画劳模，黄河口画
荒草，野地里画油井……一路画一路笑甚至是
一路歌，一待就是大半辈子！

■ 1973 年、1976 年包村两
年，赵先闻留下了大量农民、农村
写生作品，也奠定了一生的艺术创
作论

1973年，赵先闻随地委工作组下乡，在惠
民县毛刘公社邢河大队“包队”，1976年又在邹
平青阳公社“包队”一年。这两年，让他有了一
辈子的农民情节。

“那时候下村是真干活，自己做饭，什么家
伙什都得拿得起来。往地里推粪，平地上还
行，但要推到新翻的地里是真费劲，心脏扑腾
扑腾地跳，憋得脖子老粗。”赵先闻说。

那时候，拖拉机还算新鲜事物，算是农机
时代刚破晓，人们还是凭着原始劳作在支撑生
活。劳动过度、体力透支、信息闭塞都让人早
熟，也容易衰老。在赵先闻保留至今的村支
书、汉子、大娘、儿童写生作品中，很多画中人
还在世，但其体态、神情早已不是旧模样。

在赵先闻看来，那时最值得赞赏的，是百
姓身心里的倔强、刚毅、正直。但另一方面，不
能忘了那时人的闭塞、透支、僵硬。这给赵先
闻以重大启发——画家必须进入生活，为人民
歌唱。艺术贵在创新，决不能一味复古，因为
存在决定意识，身处改革开放的当下，应该创
新地反映生活，而不是重回闭塞。

“古代文人画为什么总是寥寥几笔或者墨
分五色，不光是因为有传统文化的支撑，也是
因为古人手头没有颜料。他不是不想涂彩，他
没有颜料！唐诗宋词为什么总是描绘山川日
月，因为他们交通艰难、信息闭塞，当头明月是
他们最熟悉的。”

赵先闻说，他年轻时骑车去利津会友，单
程就用了两个半小时。今天，世界日新月异，
变化无处不在，对高铁、飞机、轮船等日常景
观，对各行各业百姓的千姿百态、复杂心理，艺
术家不应视而不见。

赵先闻的这种根扎土地、为人民的创新意

识，并非今天才有，它是贯穿于他50年美术路
的一根红线。

正因此，穿越光阴长廊，赵先闻涉猎越来
越广，从素描、速写到水粉、拓彩，从油画、插图
到花鸟鱼虫，从连环画、水彩画、油画到现代彩
墨画，甚至独创了拓彩画，获得了山东省文化
科技进步奖。其现代彩墨画作品为毛主席纪
念堂管理局、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国驻外使馆、
各美术馆博物馆等荣誉收藏，甚至被学术界称
为“色界达人”。

■ 耐寒耐碱的干枝梅，一望
无际的黄须菜，永远朝着太阳开的
向日葵，让赵先闻成为“黄河口的
画家”

当很多人流连于泰山、黄山时，1984年，赵
先闻出人意料地扎进了“蛮荒”——杳无人烟
的黄河口。

“在孤岛，在一个采油女工宿舍，我们注意
到，桌子上有一支花瓶，里面是风干的纤细的
小花，清丽淡雅。女工说，那叫‘干枝梅’，耐碱
耐寒，能耐零下42度的极低温，即使开败了也
不凋谢，这象征着女工在艰难环境中的爱岗敬
业，经霜傲雪、迎风绽放！”赵先闻说，“干枝梅”
对他的震撼今天难忘。

像干枝梅的，还有一望无际的黄须菜把大
地全染成紫红，还有广种薄收的向日葵永远朝
着太阳开，他们都是救过穷人命的“粮食”啊！
而点缀无垠滩涂的，还有星星点点的油田三脚
架，有低飞的海鸥，发白盐粒……这混沌如初
的天地，总是让赵先闻心潮澎湃。而草肥马
壮、黄河稻改、大河开凌的壮观，又让他惊叹于

劳动的伟大！
因而，赵先闻感慨：“母亲河对中国太重要

了，胜利油田、军马场对黄三角的改变太大了，
在此前居然没有黄河文艺作品，太遗憾了。我
觉得，黄河口必须有本土的画家扎根、呈现。”

这融入了黄河入海元素的拓彩画，让赵先
闻荣获 1989 年度山东省科技文化进步奖，入
选 1990 年中国现代书画大展，山东美术出版
社出版了《赵先闻拓彩画选》，香港著名画家刘
国松在看到他的作品后主动约谈，并在台湾

《第一画刊》“大陆新秀”专栏撰文《黄河口的画
家赵先闻》重点加以介绍。很多兄弟门类艺术
家受到启发，竞相调查、采风，黄河口散文集、
黄河口诗歌一一面世……

“很难说是哪个地方成就了我，还是我沉
淀了那个地方。”在赵先闻的眼中，那是一片能
给他带来灵感和激情的圣地。

■ 梦想把原创美术做强做
大，甚至将滨州打造成中国原创美
术教育基地

今天，大水面、大绿地、大空间的城市新貌
让滨州人自豪，而赵先闻对城市演进极为关
心。

常散步的市民都知道，滨州荷塘极多、极
广。赵先闻意象空间如荷花题材，正是四环五
海生态滨州的艺术写照。诗人雪松评价，他的
荷系列创作，以大胆淋漓的设色和块面化造
型，使画面气氛蓬勃热烈，充满盎然的青春灿
烂之喧响，尤其巨幅浩浩之荷仿若夏日之波
涛，盛大之心煌煌，炎炎之气昭昭。

赵先闻还对于近年城市雕塑、城市景观的
设计非常关心。比如，他常思考的核心是城市
色彩和城市个性怎么能在雕塑等公共艺术中
体现出来：“譬如，我们需要寻找滨州城市色彩
的主调，我们和其他城市应该有区别。而像滨
州市花、滨州景观、滨州人物，思考我们究竟有
哪些标志性文化形象，是我们文化建设的前提
和关键”。

原创美术探索，是他作为滨州画家作出的
学术贡献之一。他认为，今天成功的商人、白
领很多，但缺乏自得自洽的艺术生活。

“原创美术和原始美术都和涂鸦有关，余
姚河姆渡五千年以前没有文字就有绘画。原
始美术是人类心灵没有任何障碍和扭曲的表
现。有调查证明，人类一般四岁就懂审美，六
七岁懂绘画，给他笔都会涂鸦。小孩画爸爸可
能只画头和腿，这就是原创，不按别人安排的
去做。”赵先闻说，他不想做个人美术馆，而是
想把原创美术做强做大，甚至将滨州打造成中
国的原创美术教育基地。

“我是滨州画家赵先闻，我自豪我是滨州
人！我始终认为，艺术属于人民，艺术家只有
和人民融合在一起才有艺术生命，这不是口
号，这是艺术的灵魂。我感恩这50年，感恩滨
州，感恩岁月恩典，感恩朋友眷顾。有了这些，
我的作品才有根才有魂，我才没有白在这个伟
大的时代走一遭。”赵先闻感慨道。

画家赵先闻的滨州50年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郭向春

10月13日上午，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歌声响起，回望·赵先闻写生与彩墨作品展在市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是对赵先闻50年来创作
历程的一次梳理、总结，更是他艺术新征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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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闻，字知也，1949年生，1969年毕
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滨州首个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曾任滨州地区艺术馆馆长、滨州画院院
长、滨州地区美术家协会主席、新华社山
东文化艺术中心主任、山东电视书画院副
院长、山东省文联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
会理事、副秘书长。现为滨州画院名誉院
长、市美协名誉主席、市文联艺术顾问、中
国文化学会艺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北京·
滨州）现代原创美术研究院院长、滨州学
院客座教授、艺术微时空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