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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赵望云，1906 年生于河北束鹿

（今河北辛集），现代著名画家。早年
与王森然、李苦禅等组织吼虹艺术社，
1937年创办《抗战画刊》。擅长山水、
人物，创作面向生活，画风于质朴厚重
中蕴含秀雅，尤长于表现陕北山水和
各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为长安画派的
开创画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农村写
生集》《西北旅行画集》《埃及写生画
集》《赵望云画集》等。

1943 年，赵望云和关山月夫妇、
张振铎等决定一路西行去敦煌石窟面
壁临摹。关山月跟赵望云的友谊，可
以追溯到两年前。那是1941年，关山
月在重庆开画展的时候，赵望云来参
观了画展。或许是由于关山月的画反
映的内容跟赵望云所作有共同之处
吧，他们真的是一见如故。

赵望云一行四人，先到西安，又从
西安到兰州，在西安和兰州一起开画
展，筹划盘缠。之后，他们一起骑着骆
驼，以西瓜当水，锅盔作干粮，在河西
走廊的戈壁滩上走了一个多月。他们
出了嘉峪关，登上祁连雪山，穿过茫茫
戈壁，终于来到了敦煌。

在敦煌莫高窟，正值张大千刚刚
撤走，而常书鸿则刚到任，临摹条件异
常困苦。当时，赵望云一行的到来，让
常书鸿非常兴奋，他没想到在这困难
时刻还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来一起干
事。常书鸿兴致勃勃地领着赵望云一
行详细参观了密密麻麻的洞窟。赵望
云一行每天打着手电筒，不分昼夜如
饥似渴地挥毫临摹，并和常书鸿一起
交流探讨，对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库赞
叹不已。

赵望云与关山月在莫高窟考察临
摹古代壁画，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
时光。那时候，西北的条件非常恶劣，
不仅要忍受生活上的艰辛，更要面临
莫高窟临摹壁画的艰难。莫高窟洞窟
比较深，即使是光线比较好，到下午四
点钟后洞内就已漆黑一片了。他们整

天在崎岖不平的黑洞里转，渴了就饮
点宕泉河流下来的雪水，明知会泻肚
子也得喝下去，饿了就吃点备用的土
干粮。赵望云和关山月他们就这样在
黑洞里爬上又爬下，转来又转去，一旦
从灯光里发现了自己喜欢的画面，就
高兴地一同欣赏，分析研究其不同时
代的风格、造型规律和表现手法。但
由于条件所限，只能挑选自己喜欢的
局部来临。有时想临的局部偏偏位置
较高，就得搬石块来垫脚，若在低处，
就得蹲下或半蹲半跪，甚至躺在地上
来画。

就这样，他们整个白天在莫高窟
洞窟里活动，晚上回到卧室还得修修
补补。转瞬间一个月的时光过去了，
他们费了不少汗水，终于换来了一批
心爱的临摹壁画。

这是赵望云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
的一次临摹活动。在这一非凡的写生
旅程中，他获得了完全不同于岭南地
域风貌的视觉体验，敦煌壁画的独特
风格、雄浑瑰丽的西北景色为他的作
品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他后来的美术
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赵望云平生致力于中国画创作，
面向生活，画风质朴浑厚，骨高气雄。
作品的创作内容十分广泛：农民工人
的劳动生活、农村的田园风光、塞外的
辽阔草原、终年积雪的祁连山、风沙弥
漫的戈壁滩、三门峡水利工程、宝成铁
路建设工地、南海之滨、西北高原……
凡是他足迹所到之处，都保留有他反
映祖国风貌的佳作。他所表现的题
材，前人很少表现过，因而也无成法可
循。这使他在写生实践中下了很大的
功夫。根据内容和形式的需要，对国
画传统的笔墨表现方法进行了各种探
索和创新。他的早期作品，很重视捕
捉人物的神态感情，所绘形象生动，韵
味无穷。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
后，他的笔墨趋于成熟，不论随意挥
洒，还是精求工致，都能形神兼备。
50年代以后的作品，笔墨技巧已达到
驾轻就熟的程度，线条刚柔相济，墨色
溶化滋润。

他们离开敦煌时，已是大雪纷飞
的冬季。赵望云和关山月夫妇、张振
铎分手后，关山月和妻子远赴青海塔
尔寺写生，直到 1944 年春才回到成
都。赵望云继续他的西北写生，向嘉
峪关、酒泉、张掖、武威，一路历时好几
个月，又完成100余幅写生画稿。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酒泉军分

区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由于受当
时一些思潮的影响，有些人认为莫高
窟的壁画与雕塑是封建腐朽的东西，
应该停止修复工作。因此，敦煌艺术
研究所的工作全面瘫痪，研究人员投
入到了蔬菜和粮食的生产中。在洞窟
围墙内一块小土地上，他们种哈密瓜、
芹菜、洋芋、韭菜、小麦、胡麻等蔬菜和
作物。这种情况一直到 1950 年秋天
还在继续。

常书鸿面对这样的局面心急如
焚，他不得不写信把所里的严重情况
向政务院文教委和郑振铎作了汇
报。不久，常书鸿便收到西北军政委
员会文化部通知：将由西北军政委员
会文化部派员来敦煌艺术研究所解
决问题。

这次西北军政委员会派出的正是
常 书 鸿 熟 悉 的 著 名 画 家 赵 望 云 。
1943年1月，赵望云在重庆举办“西北
旅行写生画展”。1949年6月赴北平
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
会，被选为中国美协理事。会后赴东
北解放区参观学习。不久，陕甘宁边
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成立，赵望云
任副主任。1950 年任西北军政委员
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 4 月任
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青海境内
的残匪还没有彻底肃清，从西安到敦
煌的路途十分危险。当赵望云听到组
织派他们去敦煌处理敦煌艺术研究所
的遗留问题时，显得又牵挂又兴奋。
敦煌是他艺术生涯中仰慕的地方，他
又有机会来敦煌了，但莫高窟怎么样

了？研究所的工作怎么会乱成那样？
他没有考虑个人安危，接到组织分派
的任务后，他便和副处长张明坦匆匆
踏上了去往敦煌的路。

1950年9月，他们终于抵达敦煌
莫高窟，看着那魂牵梦绕的九层楼，赵
望云好像回到了七年前，往日一切涌
上心头。他只是紧紧握住常书鸿的
手，望着面前两鬓斑白、面容憔悴的老
朋友，感慨万千，心情很激动。

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暂
时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他们带来
了不少慰问品，其中包括敦煌艺术研
究所工作中急用的绘画颜料、笔墨纸
张、收音机等文化用品。他们还给常
书鸿出生不久的儿子嘉煌送了一套大
红缎绣花衣服。当孩子的妈妈李承仙
再三推辞不肯接受时，张明坦副处长
说：“这是党组织对你们的关心，也是
延安解放区的老规矩，是军民一家干
革命的老规矩，这一点礼物务必全部
收下！”

赵望云和张明坦他们很快就和研
究所的人打成一片了。四五天后，时
逢传统的中秋节，赵望云和张明坦组
织大家开了一个团结的“月光晚会”。
中寺前院的两棵大榆树下，桌上摆满
了刚摘下的大红枣、梨、哈密瓜、西瓜
等。赵望云笑哈哈地首先上场，他手
拿二胡，拉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
陕北抒情曲调，晚会在锣声中开幕了。

随后，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
物处对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了重新组
建工作。对以前的文物保护、修复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许，并积极地
帮助研究所做出了今后的工作计划、
经费预算及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安排等
等。

从此，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
事业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
书鸿任所长。

赵望云的第二次敦煌之行，对敦
煌莫高窟的意义重大，在敦煌研究院
的院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撰文 张自智

一张历史照片的回忆
——著名画家赵望云的两次敦煌之行

2011年年初，著名作曲
家赵季平受甘肃省委宣传部
的邀请，为甘肃省歌舞剧院创
作大型民族交响音画《敦
煌》。由此，赵季平踏上了敦
煌采风之路。

有一件事情在赵季平脑
海里久久萦绕，难以忘怀。当
年，赵季平的父亲、著名画家
赵望云曾有两次不平凡的敦
煌之行，但时隔多年，随着时
间的推移，他多次寻找父亲敦
煌之行的资料都未能如愿。
这次在敦煌采风，赵季平又托
朋友多方打听，希望能帮助他
寻找到那段难以释怀的历
史。原敦煌市政协副主席高
德祥先生多方努力，几经周
折，终于在敦煌研究院的历史
档案中发现了唯一一张照片：
是赵望云代表人民政府接收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与张
明坦、常书鸿、段文杰、李承
仙、范文藻、孙儒僴等人在研
究所大门前的合影。高德祥
嘱托好友韩兰魁先生将照片
带给了赵季平。

捧着这张珍贵的历史照
片，赵季平无法抑制内心的激
动，不由回想起了父亲那两次
不平凡的敦煌之行。

19501950年年，，赵望云赵望云（（前排右前排右44）、）、张明坦张明坦（（右右55））和常书鸿和常书鸿（（右右33））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