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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要走多少路，才觉“山山而川，不过尔尔”？

一生相遇几多人，才知“总有人间一两风，填你十万八千梦”？

一画抬笔，一笔起墨，大千人海人千万，皆愿山河无恙，人间安康。

张英才说，笔下山水，走过了他的时光，带他阅遍了四季模样。他这一生为画

画而来，如今人间忽晚，十几岁拜师，好像还在昨天。

张英才说，一个人要去爬一次长城，才会明白，有些路总要自己走，自己蹚。

张英才说，每个人都有梦，长城也是一个梦。你看，雄关万里，这是一个奇

迹，希望你也能创造自己梦想的奇迹。

采访前的几天，我翻看荣宝斋画册，一幅画上的蓝与黄，让我眼前

一亮，继而再看，颜色的跳跃、大胆，抒发着画者山水创作的艺术特征

和功底，也凝聚着画者本身性格与阅历的养分。画者把真实动态的山水

带入到纸上，这个过程，必然不能闭门造车，眼见之处，注重现实，着彩

于写生，呈现着真山真水真自由，在传统和创新间温润流转，在熟悉与

陌生中珍藏着一个画家的往日时光。此画的作者便是张英才。

“我发现他从不进入名利之争，也不计较得失。他在逆境中不抱

怨，不发牢骚，谦和处人，远离纷争的烦恼，没有心结缠绊，乐观面对人

生，这无疑是绘画事业最好的前兆和最坚实的基础。”这是别人对张

英才的评价，他笑称自己的人缘马马虎虎，并不在意自己到底要成为

什 么 样 的

人 ，但 却 认

为一 个人 最

宝贵的品质

应 该 是 真

诚 ，无 论 是

否身处黑暗，出言胜于纸章合同，自己的光就能照亮前方。

张英才说，退休后，只有很短的光阴去继续完成梦想，怎敢放松！

就算寿命超长，最多也是在家待着服老、认老。时光短暂啊，任务却艰

巨。所以，时常把弦拉得很满，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包裹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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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别人光和力量
张英才始终感谢所遇的恩人。他说，他们

像我生命里的光。那么小的一个人，从出生到

成长，到与社会有了关联，没有光是很难有勇

气走远的，而上天正是给了他一双发现光的眼

睛，人与人之间的爱给予他光和力量。

张英才说自己顺风顺水，但谁又不曾知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在艺术家皆自命不凡的

环境下，脱颖而出又得到认可是何等不容易。

对于这一切，他都是轻描淡写。可能他会记得

背着画板爬过哪座山差点从石崖上跌落，会

记得哪一次的写生赶上暴雨瓢泼却又不敢躲

在高山的树下，会记得哪一座城市的晚霞最

美，哪一片海上的日出一生难忘。

艺术家对于快乐和满足的定义，很简单，

他们不争不抢，却在画纸上的一枝一丫处与

自己较量。“画实”是张英才觉得对得起收藏

者最基础的真诚，可以泼墨满章，可以一笔通

达，却在一笔一画中，在时钟滴答滴答中把过

往的感怀和眼前的真实投注到创作中。我很

想跟着他把走过的山川重温，他谦虚地说，

画得还不够，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每 每动

笔，凝神聚气又放弃，退休了，最远又能走到

哪里呢？

艺术的意义就是在超越自我，超脱自然

间激励我们努力迎接命运，改变命运。所以，

人可以忧伤，但创作的艺术要战胜人性的弱

点，蹚过人生的迷途，有磅礴，才有力量！

张英才喜欢长城，长城也筑就了他绘画

的梦。长城是古人 血泪的众志成城。绘画虽

然是一个人独立的创作，但绘画事业却是一

批有梦想的人的史诗。这座艺术的长城，写

满了千万人的故事。这里面有悲欢离合，有

傲人的成功，也有失败的凄凉，但是对于热

爱，不为名利之下，应是复制了长城的坚不可

摧、连绵不断。纵然，创作之艰苦谓之严寒，

但那笔下的山河早已复夏。纵然，从一名默

默无闻的画者到画家，要走很多的路，要用

掉有限生命的很多时光，但是，艺术家用无

悔在艺术之途的高岗上、险峰处，筑就了自

己的一座座烽火台。

我问张英才：“儿时的您，会想到有一天

成为大画家吗？”

他说他不觉得自己是大画家，因为他把

最大的成就认定为可以画画，画一辈子，从儿

时父母的支持，到爱人的支持，再到儿子的支

持，让他在这份热爱里，为艺术赴汤蹈火，又因

为对艺术的忠诚，愿随遇而安。

张英才说：“干一件事，还是应该执着、

坚持，但又不能一成不变。要有所追求，一辈

子若没有爱好，比如我没有绘画，整天就是吃

完饭无所事事，有可能会痴呆。现在呢，我就

想，一件事能够做好，能影响一辈子，带动一

辈子踏踏实实，这就是成功的，不见得大起大

落、大悲大喜。”

如今，张英才已是带着光环退休，却在各

个方面继续发光发热。在外，为画友；在家，为

家人。他很少想到自己，他喜欢画画，会画一

辈子，这就是他人生的意义。他用画作与这个

世界相连，在画画的世界里感受历史、感受河

川，不断地自我成长，也在用画作给予他人热

爱生活的动力。

大千人海，在张英才的眼中只有山川。在

他访遍万里江河间，是与一张画纸、一支毛笔

之间的缘。他是那么地珍惜纸张，好像每一张

纸的诞生就是为了记录自然界中诞生的每一

个宝贵的生命、每一个有趣的灵魂。他与画有

缘，他这一生的缘都与山川解不开、剪不断。

看着山川，看着看着，英才早已不是少年。

他走了一辈子写生的路，用劳动、用热

情、用时光记录着一林一叶、一山一石；记录

着父亲捧回来小人书时，那一双清澈渴望的眼

睛；记录着母亲舍不得吃，也要为儿子拜师买

上一提点心匣子时，那热烈又急切的目光……

这些往事里的点滴，凝聚成一幅幅巨作，记录

了一位画家，他叫张英才。

共同的追求
18岁的张英才在一份好工作的保障下，继续坚持着梦想。画着画着，他的眼中发现

了有一个姑娘也在画着。

她就是恩师王硕成的外甥女唐维迎。恩师觉得徒弟工作难得，从中撮合，而张英

才以为那美丽的姑娘不会同意。

或许正是张英才的勤奋和踏实，给了有着共同爱好的唐维迎一份好感，两个人因

画画千里姻缘一线牵。那一年，张英才26岁。

婚后，平平淡淡，两个人从没房，到租房，再到自己买房，建立起了温馨的小家。直

到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张英才依旧是忙碌的。闲暇之余，张英才总是喜欢逗小孙子。

说起爱人，张英才觉得自己能顺顺利利把年轻的梦用几十年圆满，离不开身边人。

爱人为了家庭，为了张英才的发展，收起了爱好。经历过相守的几十年，家庭的爱也被

张英才泼墨在了作品上，那大胆的、温暖的颜色，一一呈现。

如果没有一颗宁静的心，没有一份安定的守护，张英才或许很难沉下来做自己、作

画。张英才感念爱人的付出，自己主动担负起家务，让妻子有一定的创作空间。爱是相

互的，像山与山的依靠、树和树的交错、叶叶的层叠，山水画贵在融为一体，而家，重在

一颗心的相互守护。

张英才画着画着，画到了18岁的雨季。这一天，胡同搬来了一位美

术编辑部老师。张英才说：“夏硕琦老师一看，这小孩画得挺好，就问我

愿不愿意到编辑部当临时工，让我回家商量一下。”

张英才跟父母一商量，都觉得是儿子所爱，还能因此有一份工作，

便欣然同意了。当年的张英才没有参加高考补习班，在1980年他生日的

那个月份直接参加了工作。

伴随中国画迅猛发展，张英才在中国美协《美术》杂志社和展览部

做得风生水起，他怀揣着工作必须具备的艺术素养，站在当代画坛的高

度，与峰林一同峥嵘，与甘泉飞瀑一起流淌着艺术生命的原动力。

张英才的笔墨有着他独有的精神定格，工作中也有其从小

到大父母教育的品格。我们眼中的张英才柔中有苍茫，刚中有厚情。这

是山水走进张英才眼里的故事，让他所见人、事、物皆是山水，也不过山

山水水。

如果张英才重新站到18岁的路口，会依旧选择43年前的那个下午。

他说，有时候，艺术界的探讨越激烈越有意义，但是自己从来不愿参与

其中，尤其是对纯纯粹粹为艺术而活的相对辛苦的艺术家。我想，这是

张英才的善良，也是他投入专注到更广博的天地的争分夺秒。

他有颗为一晚风、一陡崖、一花一茶画满世界的心。

长城有着大智慧，张英才认为长城文化是沉重的，但是长城精神却

是每一个追梦人心中的目标。

唐山大地震那年，张英才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正是这位

恩师给了他人生转折点，启迪他绘画，使他走对专业的第一步，这就是

为他推开艺术之门的王硕成老先生。张英才妈妈带着他穿过胡同去拜

师。张英才跟在妈妈身后，妈妈仍在不停叮嘱：“这要不是担忧再地震，

人家文化人把楼房换成了平房，到咱胡同来，你哪儿有这命啊！”张英才

一边点着头，一边忐忑着见恩师的第一面。推开门，迈进脚，张英才就跟

中国画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张英才把平时爸爸偏爱自己的小人书里的人

物画在纸上，恩师看了一眼，一句“成了！”定格了他的青春。

几十年后，张英才把自己的书画院取名为“大成英才”，为的就是感

念师恩。张英才说：“恩师的夫人是旗人，我叫他们爷爷奶奶，开始是周末

去一次，后来就当家人交往了。冬天装个炉子，搬个蜂窝煤，夏天拆了炉

子，打扫一下屋子，爷爷奶奶出去，我就帮着给看家，跟自家孩子一样。”

父母支持，感谢恩人。我想，这是一位眼里有光的人，虽历经迷雾，

却始终与心中的山水重逢，是人生盛景，是梦想长生。张英才知天命的

年纪，父亲为已是编审的儿子骄傲，嘱咐他“好好画画，踏踏实实过日

子”。张英才带着执着追求，带着父亲的厚望，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前行。

爱的力量让张英才建立了与绘画的缘分，而这份缘分又推动了他

开启人生前进的篇章。

山光水色一生缘
—记丰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张英才

■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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