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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拙淡雅，清新洒脱；返璞归真，彰显大
美。精雕细琢显功力，于微深处见真情，这是
我看赵鹤皋老师书画作品展的粗浅感受。

我与赵老虽未曾谋面，但却似曾相识。
他的名字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声名鹊起，
家喻户晓。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
州文学刊物《原野》杂志上，经常能看到他的
水彩画佳作，是我们当时这些所谓文艺青年
追捧的偶像和榜样。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我
经常听到老师朋友谈起他，说他近年来年事
已高，定居昆明，老骥伏枥，宝刀未老，一直活
跃在省城老龄协会的书画苑里，这不能不让
人肃然起敬。

从他的简历，可见一斑。云南省美术家
协会会员、云南省老干书画协会会员。三十
年代末出生在香格里拉县金沙江边的士林
村，现年76岁。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参加农
业合作社宣传工作，曾在丽江知名画家周霖
老师的领衔指导下，制作油画宣传画；上世纪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从事领袖像绘
画，以及各类展览筹备中美术创作工作，在近
六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奔波在迪庆、丽江的美
术展览事业上，走进民众，潜心创作，把最美
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两地的人民，架设起一座
馥郁沁香的蓝桥。直到 1974 年至 1994 年的
二十年间，在中学任高中化学、生物老师，
1994年退休。

他精心创作的水彩画《碧塔冬情》曾入选
第八届全国美展。之后有三幅水彩画两次入
选云南省水彩展。2013年，省老干书画协会
推荐，在大观楼举办个展。可以说，在迪庆这
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上，赵鹤皋老师无疑是水
彩画界的领军人物，名噪一时，随着岁月的磨
砺沉淀，画风简约凝练，炉火纯青，独树一帜，
在迪庆书美界美名广为流传。

今年“十一”长假期间，由迪庆州博物馆、
迪庆州书美协会主办的我州著名书画家赵鹤
皋老师个展在州博物馆举行，展出内容有国
画、水彩画、书法作品近60余件，参展时间为1
个月，这是迪庆建州以来个展时间最长的一
位书画家。老人病体缠身，未能亲临，但他心
之所系，圆梦故乡，此情可堪，让人敬仰和感
动！

数十年来，赵老始终坚守住一方净土，笔
耕不辍，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孤守案牍，劳其
筋骨，忘却病痛的折磨和煎熬，夜以继日，把
对家乡的情怀灌注笔端，用心点化，一幅幅散
发着浓郁故土风物的佳作跃然纸上，那不是
附庸风雅的点缀，而是凝结了雪域风骨的思
恋和呼唤。独在异乡为异客，每个人都是要
有所追求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赵老
始终怀着一颗至真至纯的童心，装满了迪庆

高原沉淀的情思，用感性的语言阐释着对迪
庆高原的深深思念，这是当下很多人无可比
拟的。

艺无止境，他的画风沿承了古拙典雅、清
绝高贵，骨子里流淌着灵魂的语言，这是一种
大化于心的唯美，更是一种激流勇进的品
质。他从事水彩画创作多年，深得造诣，却又
峰回路转，不拘一格，默默前行，追溯国画、书
法领域的探索和追求，形神兼备，独领风骚。
耄耋之年，再次攀上艺术的高峰，开创出一片
崭新的天地，于斯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激励和
鞭策。展示的60多件书画作品，可谓琳琅满
目，活色生香。早期的《碧塔冬情》简约而不
张扬，笔法朴素，在漫山银白中，静静的湖水
像一面镜子，微澜不惊，倒映出雪山树影，牧
马人一红一蓝，悠游策马，踏雪而来，这一静
一动之间，让人幡然感悟高原游牧民族生活
的鲜活场景，以及散淡闲适的美好生活；《牧
马人》小憩在草甸上，有说有笑，似是看着远
方的来人，牧马静候主人，随时准备出发，整
幅画充满温馨的笑容与祥和，给人一种想唱
歌跳舞的冲动；威武高大的牦牛迎着暴风雪，
撒开四蹄，一路狂奔，表情怒张，满身的毛发
被狂风吹得凌乱，紧追其后的牦牛甩开长尾，
呼策策而来，兴许是经过了一场剑拔弩张的
格斗，或许是暴风雪袭来时惯有的本能，这是

《牦牛图》给人带来的视角冲击和艺术魅力；
《雄鹰图》迎着风雪，搏击长空，张开利爪，窥
视着地面的猎物，大有坐看风云，翱翔九空的
意蕴；峡谷耸峙，惊涛拍岸，牧狗欢叫，空谷回
音不现人，这是《峡谷清音》给人遐想的情致；
雪地上，牧狗悠然溜达，小孩堆着雪人，吆喝
声、欢笑声把高原雪天的《乐趣图》演绎得妙
趣横生……无论是清荷的素洁高贵、藏家女
的清丽端庄，还是花鸟虫鱼的灵动世界，以及
静物的写实，笔法干练，不枝不蔓，色泽鲜丽，
如缕缕清风，徐徐而来，沁人心脾，感念顿
生。他的画作吸纳了水彩画的遗风，又兼容
了国画的精髓，兼收并蓄，相得益彰；独具匠
心，深得神韵，增添了更多的审美情趣。

道法自然，大道无形。诗画自然相承，这
是古往今来的书画家弥久历新，道出的结
论。书画于心之外者，假以时日，则可探寻和
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来，这些特质在赵老
的身上得到了印证。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民族
的国粹，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依
然占有一席之地。从颜欧柳赵、“二王”（王羲
之、王献之）乃至到近现代的书法家，可谓灿
若星辰，俯拾皆是。因此，初学者临摹古贴范
本，遵循法则的规律不言而喻，不会走路就想
学跑步，后果可想而知。赵老一直以画见长，
在绘画之中，自然要运用到笔法的点线勾勒、

枯湿相融、结构章法等等技巧，特别对整幅作
品的章法布局、补白、题字、落款、印章均有讲
究。人们常说字如其人，没有较高的品行修
养，是很难自成一家的。纵观赵老的书法创
作，涉猎篆、隶、楷、行、草等诸多书体，楷书严
谨求实，隶书古拙朴素，行草章法飘逸。字里
行间既有古味，亦有创新出彩之处，除了古现
代诗词的悉心撰写，也有心得偶感之佳句。
泼墨挥毫中，张弛有度，洋洋洒洒，得心应手，
一届七旬老翁，得此蕴涵造诣，非一日之功可
以媲美。观瞻者中有师长同学、故乡亲友、老
少妇孺，在细心观摩中，仰止感喟，啧啧称
赞。一幅写有“清风徐来”的小中堂横幅，结
构得体，遒劲有力，章法灵动，呼之欲出，在这
乍暖还寒的高原深秋，恰似一缕融融的和风，
渗透灵魂的深处，这应该是赵老穷尽一生的
理想和追求，除了品学百家的书画艺术，他正
快马扬鞭，追寻着“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
求品自高。”的艺术境界。人无达观，言为心
声。他的书画艺术的源泉，依然是不离不弃
的迪庆高原山水和勤劳朴实的家乡人民，以
及一桩桩、一件件故乡之外的风物故事，平平
淡淡，真真切切，信手拈来，怎一个情字了
得！如果一个书画家没有了艺术的情操修
行，没有了始终如一服务民众的思想，即便绞
尽脑汁雕饰出来的作品，终究无人问津。

马尔克斯在静默中写下了“只有当你远
离家乡，来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家乡’的面目
才会变得清晰起来。”作为棋局中的旁观者和
书画领域的前行者，他的内心世界是通亮透
明的。法国作家雨果说，世界上最浩瀚的是
海洋，比海洋更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浩
瀚的是人的心灵。人生不能没有敬畏，敬畏
生命，敬畏道德，敬畏规则。这种敬畏的思想
光芒，始终贯穿在赵老的书画作品里，心怀平
常，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以苦为乐，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清苦，挡得住诱惑。发乎真情，穿
越时间的洗练，笃信求实，手书其心，以最直
观的视角审美，诉说着对故乡最深沉的挚爱。

迪庆州博物馆举办赵鹤皋老师个人书画
展，不仅丰富了香格里拉城区干部群众的业
余文化生活，同时向社会传递了正能量，引导
群众树立健康正确的生活理念。特别是给前
来参馆的书画爱好者以及广大师生，献上了
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用自己前行的脚印，照鉴后人之路，这是
赵鹤皋老人践行的目标。我衷心祝愿他艺术
之树常青，身体康安，创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时代的精品佳作，引导着更多的后起之秀
走进艺术的殿堂，为建设和谐、文明、美丽的
香格里拉，不遗余力，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
芒！

广告

清风徐来 翰墨生香
——观赵鹤皋老师书画作品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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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有意思了，老康这个人，想忘了他都难。
退休都好些年了，我转业也好些年了，这天我出大

院去上班，正巧他进大院，只好匆匆打个招呼：“您好！”
谁料老康立定了，并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岂能再迈

步，也只好立定，毕竟转业之前他是我的领导。
没等我开口，老康笑眯眯地问我：“我姓啥叫啥

啊？”
他显然是在质疑我的记忆。可不，这年头打招呼

未必清楚对方是谁、看着面熟未必记住对方姓甚名谁
的比比皆是。老康这样，完全符合我记忆中的老康。
老康是个认真的人，对工作对人都如此。

我不能当着他的面说出“康凛空”三个字吧。以前
如此，以后也是如此，只好以轻松的口吻解围：“局长，
您逗我？”

老康一听，一脸的笑全扑进了眼角的皱纹里。
随即乐得嘴都合不拢：“在报社还好吧？”

“还好还好。”我忙回答。
瞧瞧，老康出的难题被我巧妙应答，他给出了满

分。
“赶紧上班去吧。”老康提醒我。
“那，局长再见。”我忙告辞。
我知道，老康会远远地目送我。
老康的认真，是那种让大多数人坐立不安，以至于

崩溃的。比如组织参观英雄纪念馆革命圣地，他总是
看得比玉器专家还细致，问得比记者还专业，末了还得
带走资料，从不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下基层检查工作
亦如此，不留丝毫死角，也甭想跟他打马虎眼，单位有
些什么人，什么情况，根根底底都要了解……令人生
畏。

就是这么一个事无巨细的人，却还能科学做
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生活中，总是喜欢开点玩
笑。

老康是在我转业的第二年正常退休的。虽然
同住在一个大院里，但平时很难碰面。

这不，好不容易碰上了，却依旧给我留下一个
深刻的印象。

回头跟原单位同事一提起老康，同事立马忍俊
不禁，笑道：“那个老儿童哟，见谁跟他打招呼就这
样，让人家一本正经地站在他面前，然后笑眯眯地
问人家，你知道我姓啥叫啥啊？问得对方一愣一愣
的，有的当场面红耳赤，尴尬相向。好多人见了他
就躲，不敢跟他打招呼，怕被他弄得下不了台。”

哈哈，老康这个人有意思吧。
没过多久，原单位老魏就栽到他的手里了。
老魏是从原单位调出去的，比老康晚退两年，按理

说，记忆也不会糟糕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偏偏见到老康
就似曾相识了。

两个人在大院服务社迎面相遇，都停下来了，互相
打量，老魏先打招呼：“您好！”

老康笑眯眯地问老魏：“我姓啥叫啥啊？”
老魏一听，一下不知所措了，随即面红耳赤。
老康笑道：“老魏，贵人多忘事啊！”
老魏已是无地自容，挠着脑袋始终想不起老康姓

什么，叫什么，更别说干过什么了，只知道是老单位的
人。

看见老魏紧张的样子，老康很开心，食指朝老魏上
下摆动着，咧嘴笑道：“老魏啊老魏，你这人一辈子就这
样，对事不对人。”

“对对对，您批评得对！”已经浑身不自在的老魏只
好跟着傻笑。

老康又一本正经地关心道：“身体还好吧？”
老魏连连点头：“还好还好。”
面对老魏诚惶诚恐全身战栗的样子，老康再次笑

了，然后手一挥：“去吧去吧，去忙吧。”
老魏僵着一动不动，一脸难堪，手也不由自主地跟

着挥起来，可不，他还没弄清老康到底姓啥叫啥呢。
老康都走老远了，老魏还自言自语：“是谁呢？”
老康这个人，有意思吧。后来我跟原单位同事有

了共识：难道老康是用这种特殊方式，提醒生活中的每
个人，任何时候，别忘了自己是谁？

我姓啥叫啥啊
▲蒋 寒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