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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工作更具有现实精神

——谈赵晓佳的几件作品

文：王易罡

进入 90 年代之后，中国许多人都在确立自身价值，对自我的认可和对新事物的包容，都从

感官上把这个时期的文化渲染得带有一点个性色彩，人们已习惯对各种展现方式的认可，习

惯于嘲笑、幽默和批判，也开始把这些作为多元文化教育下的一个侧重点，各自用不同的方

式从自我的角度介入中国当代文化之中，寻求各自的位置，从独立的角度找到适合今天我们

这个生存空间中的文化因素。80 年代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量，至今还促使现

代青年人对西方文化的追求。这一代人由于处在历史和社会的转型阶段，也由此激发了他们

对新事物的渴求，只要是新鲜的能刺激他们欲望的东西，都要学着尝试模仿和理解。各自用

自我的不同来完善长期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偏见，随之而来的是逐渐确定自身的位置，个性

的施展是确定这个位置的最有效手段，因为他们信仰只要人有个性，生活才变得有生气，艺

术才会有活力，如果这个个性与生活发生矛盾之后，现代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个性来展示他

们的独立特征和与众不同。只有如此，才能在艺术上有足够的空间发挥，这就是这一代人的

追求，当他们在社会中有了自己的适当位置之后，这种个性生活的影响力甚至会使我们的传

统观念发生改变，在这同时这种行为方式也会遭到别人的冷眼看待，因为长期的习惯正在被

去掉，·种更新的方式在逐渐地形成，当我们感叹传统被忘记甚至被看不上眼的时候，这时

我们的周围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影响至深。把一种观念逐渐变成一种习惯的同时，

社会就完成了它自身的转型过程。这就是发展的变革，也是文化的进步。

艺术文化这几年来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不仅在现代中国人思想意识中留下许多深深

的痕迹，而且当我们面对这个多元的世界如何理清自我情绪，控制思想的放任自流也是我们

今天艺术家首要解决的问题。在感情的冲动中保留一点理智，在西方文化的激情中寻找我们

自己的判断，这样我们的整个身心才得以保留，自我感觉才得到满足。今天的青年人很会利

用视觉来制造感官效果，视觉问题在他们看来变得比较随意化，甚至游戏趣味化，那久这种

与传统的不同也在这里体现了出来，观者也正是从这一点入手来体会作者的与众不同和独特

之处。

赵晓佳作品的特点也就在于他所选择的视点角度的不同，才吸引着我们深入地品读他绘画中

的内容，他不是把视觉集中在某一个人物或者一个单纯的物体之上，而是让观看者体验一个

场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很难看到的最观，这种景观可能是一个在某处高层建筑之上看到的

我们城市的面貌。作为个体的现者会被一种强大的压迫力排斥在曲的外面，感受到城市的拥

挤冷漠和孤独，体验到我们自身自下而上环境的窘迫，人在城市发展面前自我能力的弱小，

这就向我们自身提出了个性与共性认可的矛盾差别问题，当个性日益膨胀，与自下而上环境

发生对峙状态，个性的存在显得无能为力，警告人类在自我不断扩张的同时要注意和关心我

们城市的环境。个性与共性这一对矛盾在此体现得比较突出，任其一方随意发展都将导致我

们家园的毁坏。而作品中城市的形象也正是我们人类整体形象的写照，灰色与毁灭的发展正

在走向某个极端，或者正在被某些东西所取代，人们生活在这种坏境下，个性意识的压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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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厌烦都来自于我们周围环境的影响，环境也在逐渐地改变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的观念，

当环境问题被人们所意识到、呗看重的时候，城市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承受着新的压力，

城市的负担离示着人们将要面临一个新的考验及对新问题解决的勇气和决心。它的兴与衰如

同我们自己的命运一样经受着冲击和所有的选择努力。当然这同时也暗示着一种新生命的诞

生和希望的到来，新陈代谢是人的生理规律，也是自然的运动规律。规律是一种游戏的规则，

无法改变也难以挖制，人类面对挑战也面对变化着的自然，只有适应与协调和它们之间的关

系，才有可能达到双方的共存，这也正好是生活在今天都市中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当这种矛

盾产生的时候，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人面对它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同避只能让生活变得失去意

义。达也是当代职业艺术家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们是一群生活在今天环境和社会之中的社

会人。

赵晓佳在鲁美油画系第二工作室时，我就看到他的一系列反映城市的作品，与之一起的还有

一些油瞒人物作业。在那时，他的视觉已变得让人看起来有点尖刻，他把人物形体画得比较

残酷，虽然看起来绘画风格上有点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从人物安排的选择上、语言的表现上

有些近似于直接的模仿，但是从整体感觉上他还是正在逐渐地寻求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值

得让人高兴的是作为一个学生他明确了自己的学习方向，尽可能地用·些与众不同的方式来

实践自己的作品，选择一些在别人眼里司空见惯的形象，在其中抽取对自我表现有益的符号，

可以说在这段学习期间，他对在形象的表现性尝试中有些收益，在这些现象的背后也体现着

他性格特征的一面。他最近一些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和语言处理上更显得成熟些，而且对城市

这个母题更执著地坚持着，在一些画面上出现了象征性的符号，“塔在传统的文化符号中是

男性生殖崇拜的化身，在一定程度上是我感受了后工业时代处境中生命落寞的结果，物质化

身的彩电已成为后工业时代的崇拜对象，一个不容置疑的强力中心”(引自赵晓佳笔记)。这种

象征性给他的画面带来一种宗教式的不安，恐惧、紧张的状态，这种情绪来自他自身对眼前

生活场景的感悟，作为一个个体，人在广阔的大工厂场景中是多么渺小而又多么无法把据自

身，把人的情绪寄托在我们城市的兴衰之中，这种恐惧正是处在中国目前社会转型期大众普

遍带有的心态特征。他作晶的益处是把自我个体的无助架接在城市群体之上，把个性意识转

化为一种普遍意义的大众共性之中，使一种观念更具有社会代表性。

《寂寞大工厂一灰色大风景》一种横幅类似于全景画的构图，映入眼帘的是拥挤的城市高楼

厂房建筑，无秩序地排列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中没有绿化、没有广告、没有拥挤的人群与

车辆，仿佛它与现代文明失去了联系，是废弃的还是无限的增长所形成的掠夺，我们无法说

清，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提醒着人们看清了我们生活空间中的真实面貌，原来这就是我们居

住的环境，难道这就是我们自己建造的家园吗?灰色的运用，使得这种感觉变得更凄凉，厚

重的油料重叠出现了肌理效果，使眼前的建筑物带来一点历史的痕迹，在笔触来间的运动过

程中不确定地流露着一种飘忽不定的心态。似乎是在记忆中的城市家园.前景中的暗红色楼

房让人联想到曾经解煌过的年代印象，那种建筑物的造型明显带有 60 年代的整体风格，体

现出了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让人心碎的日子，个性受摧残的时光。画面所有的建筑物造型

都传达着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城市不再年轻，而且正在走向衰退。画面地平线强烈的具有表

现性的挥洒流露着作者对过去的留恋情怀，仿佛是城市的最后谢幕。在视觉中心位置一个高

耸入云的塔耸立在中间，这是唯一能带给人希望的支柱，它突出于所有建筑物之中寓示着城

市未来，在它下面一个极有表现性的红色符号，象征一个沉重的音符，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

心理，给整体形象增加了悲壮，灰色的天空使人的这种心情变得更沉重，整幅画面具有根强

的表现力，而且这种表现性体现得较完整。此幅画与早期的同样题材的画相比加强了情绪的

表露，使得情感发挥更自由，包括画面中每一个符号的运用及表现都让人感觉画面的语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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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明确，在客观上与情感之中，个性与共同之中寻求自我的解脱。

《梦工厂一火烧圆明园》、《失火的工广 2号》这几幅作品画面语言的表现力显得有点沉重，

所描绘的场景变得有点破坏性的感觉，色调也更低沉浓重，随之而来画面语言的随意性显得

更强些，挥洒更自由。作者认为“在这儿我无意于体现‘悲剧”或“崇高”,仅是出于理解和纪念，

对劳动水恒的纪念，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些虽然表现了作者单纯的思想意识的一面，但

作品却由此介入到某一个位置点中，带动人们理解我们默默的生存状态，仅从画面语言的表

现上，其表现欲望更加明显，工与街道变得模期不清，画面的构图不是十分稳定《梦工厂》

中的几条斜线冲入画面给整幅作品带来一种运动的势态，浓重的褐色在厚重的笔触涂抹中产

生出笔道与色彩的沉稳效果似乎让人感觉到过去留下的痕迹和对失去的怀旧心理。但是流动

的画面构图也暗示着一种变化中的残酷性，焦灼感的泥土充斥着画面主要的形象位置，把一

些厂房式的建筑物和一些工厂的烟囱连贯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来完成对画面的表现作用，物体

的生活意义也改变为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特征，而且各自又具体地承担着对作者情绪的寄托

作用，在整幅画面上很难分清具体的物体特征，所替代的是一些流动的线条、笔触及一些厚

重的颜料物质，个别地方有点像颜色的垃极堆在一起，线条慢慢地螨动着各种情感符号交替

运用，自如地显露着个性特点，从这些画面形象中体现着作者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值得一提

的是他把个人的情感与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是值得认可的东西。（1999 年《美苑》

鲁迅美术学院 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