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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推荐

赵福简介

赵福，现为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美术系主任、
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
员，内蒙古油画学会副主席，内蒙古文艺志愿者
协会副主席，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
员会主任，内蒙古草原油画院高级画师，内蒙古
书法家协会会员，呼和浩特市文艺志愿者协会主
席，呼和浩特市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内蒙古
剪纸学会副会长，内蒙古风景画学会主席。

佳作赏析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也适用于艺术：
一方水土养一方艺术家。由于艺术家生处的地域、地
貌和生态环境的不同，艺术家从自然中所受到的滋养
也不同。当然，一个艺术家可以行万里路，可以天南
地北游历不同的名山大川，观光奇特的地貌，但能够
真正影响他的艺术的，还是那些能与他的心灵相沟通
的自然环境。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代，都有不少这样具
有强烈地域色彩的画家，他们的艺术所以与他们的生
存环境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就是因为他们注重自身对
外界环境的感受和经验，就是因为他们的艺术不是从
概念和程式出发，而是从个体的直观感受出发。而油
画风景画的生命力，正是基于这种十分个人化感觉能
力的显现。如果艺术失去了这种个体对自然的直观
感受，就很难画出自己有特色的风景画来。从50年
代起，草原风景就一直是油画家的喜爱的题材，因为
凡是到过大草原的人，都会为眼前广袤无垠的草原美
景所感染。但能通过自己的绘画语言画出对草原的
独特感受的画家却并不很多。赵福的画找到了自己
的立足之地。

赵福笔下的草原不是观光客眼中的草原。因为
观光客大多是在水草茂盛、气候宜人的夏季来旅游
的。而赵福以大量的篇幅描绘的却是处在隆冬季节
的草原，被皑皑白雪笼罩的草原。从观赏的角度看，
茫茫雪野自然也有它的美丽之处，但赵福的视角不是
旅游者和观光客的视角，而是以一个本土画家的切身
体验，画出了一种严酷的生存环境。站在他的画前，
你能感受到一种刺骨的冷意、逼人的寒气。正是这种
寒冷的感觉，让我们体会到在这样低温条件下生存的
不易与艰辛。赵福能够在他的作品中画出一种寒气
逼人的感觉来，主要在于他画的是自己的生存体验，
他虽然没有生活在牧区，但在乡村长大的他，从小就
有对冰天雪地的生存环境刻骨铭心的感受。从赵福
大量的写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表现这样独特
的生存体验而付出的艰辛（有些作品如《北方·腊月之
二》甚至是在零下二十九度的现场写生），这种直接面
对自然的写生过程就是将自己置身于真切的体验之
中。然而，仅凭这一点还不能保证他表达的成功，他
还必须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语
言来表达这种感受，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这是决定成败
的关键。而赵福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意识到这个问题
的重要，并在实践中摸索到一套自己的方法，解决了
从材料技法到表现语言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较好
地表达出他的真切感受，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一种艺
术的感染力。如果能沿着这条路继续探索下去，赵福
在艺术上一定还会有更加完美的作品问世。

（作者系著名美术评论家、策展人）

赵福作品中的冷意与寒气
●贾方舟

专家鉴评

《北方·腊月》之二 油画 65×50cm 1997年

《西奈门都》之三 油画160×160cm 2008年

《月夜》油画 70×50cm 2006年

《北疆放歌》油画 80×60cm 2024年

近期看了赵福的作品，给我的第一感觉
是以雪意的草原抒发着他那纯净的情怀。
那是雾蒸暖云，融冰化雪，聚火炉以成炊烟，
汇牧人、牛羊以生机的壮美景观。他以一种
准确的手法将辽阔的草原以另类的表现方
式再现出来，使我感受到那远古厚重的民族
文化和永不衰竭的生命活力。这种感觉过
后则是收紧的气场，默默的从上猛压下来，
同时又有一种沉重的声音从地下渐渐地上
升，犹如马头琴的重长音如泣如诉地慢慢展
开。继而，那瞬间凝固的画面，那冰冻的草
原，没有阳光普照，日渐寒冷，让我感受到赵
福内心深处丝丝的忧虑。他的作品在黑与
白的对比中，油与水的交融中追忆着远古伟
大的民族，而面对当今现代化的加速，环境
的污染，全球利益冲突的加剧，人们越来越
少思考生命的意义，作者的无奈与惆怅呈现
在画面上，给观者以思考。

上个世纪 80年代中期，赵福进入内蒙
古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内蒙古师
大，担任他们班主任。短短几年的接触，他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好学勤奋有
想法的艺术新人，一个亲和助人有能力的
班干部。求学时期，赵福在专业投入上极
其严肃认真，以优良的成绩成为班上的佼
佼者，这一点在后来的创作实践与探索中
施展发挥，成就了今天的赵福。赵福于
1992 年举办了书法个展，2001 年举办了

“赵福黄河百幅油画展”，2003年举办“赵福

油画作品展”等，这些展览记录了他在艺术
领域的不断攀登。他 2004年写生作品《高
梁地》、《葵花地》、《玉米地》，令我难忘。虽
然有多种色彩的使用，但层次极为单纯，暖
色组的运用构成这一时期的主色调。在以
后的几年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到更为单纯化
的走向。2006年开始，赵福使用黑白两色
和少许的彩点创作了《月夜》（2006年）、《苏
木雪意》（2007年）、《苏木来客》（2008年）
等系列佳作。记得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我
的教授曾告诉我说：“中国人是把黑色和白

色看成是神圣之色，是当作表现一切颜色
的色彩”，并告诉我要好好的研究使之发扬
光大。观赵福的作品，“白聚一色，墨分五
彩”。他使用的黑色类似马头琴的音色，具
有掌控基调的功能，白色类似牧羊人的清
唱，具有调节心境的表述。如果将马头琴
比喻成油彩般厚重,那么牧羊人的清唱就
是水的轻柔。正是这两点的交融，构成赵
福值得让人欣喜的风貌。他的作品摆脱了
内蒙古一些画家们的那种符号化的程式，
同时也一反过分戏剧化的饮酒欢歌、华丽

服饰、阴弱娇媚的浪漫风情。赵福生在内
蒙古，长在草原，在他的感悟中，蒙古民族
是在祥和沉静而又寡言孤寂中生活，偶尔
饮酒高歌，舞蹈欢腾，那也是一种心理上的
平衡与修补。那舒缓的吟唱，沉重的泣歌，
才是从真正意义上表现这个民族纯真质朴
的性格。正是在赵福这种朴素纯净的情怀
表达中，带领我们进入他那雪意草原般的
世界，给人联想与启示，让人纯净与怀念。

（作者系著名当代艺术家、中国当代雕
塑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创作部主任）

由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员会宣传部主办的“让世界看见呼伦贝尔的美”油画

作品展4月15日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该展旨在以妙笔丹青架起文化交流的

桥梁，以艺术之力促进文化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北疆文化建设贡献呼

伦贝尔力量。本次展览作品来自全国的油画家，他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满

怀热情、手执画笔，将呼伦贝尔的多样魅力淋漓尽致地呈现于画布之上，这些

作品如明媚春光、如和煦清风，诉说着呼伦贝尔这座“油画之城”动人的故事。

让我们跟随油画家的画笔一起走进红春、绿夏、金秋、银冬，共同开启呼伦贝尔

充满惊喜与感动的美景探寻之旅。

“让世界看见呼伦贝尔的美”
油画作品展

●本报记者 牧兰 文/图

丁一林《天堂-莫尔格勒河》100cmX150cm 2023年

展览：赓续文脉 创新发展“让世界
看见呼伦贝尔的美”油画作品展

展期：展至2025年4月23日
地点：内蒙古美术馆5/6号展厅

赵福近照

雪意的草原 纯净的情怀
——读赵福作品有感

●刘永刚

梁剑《风云涌起时5》油画100×150cm 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