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到冯山云是在延川县城西街。时令正值
盛夏，烈日当空，天气闷热，大地如蒸笼一般，炙
烤得人喘不过气来，以至站在树荫下都浑身冒
汗，衣衫透湿。

中等精瘦的身材，花白零乱的头发，白皙而
微微透红的脸膛，一身灰色土布衣服，显得很是
得体、洒脱；走起路来，虽然背稍稍有点驼，但神
情端庄，腿脚利索。面对这一切，我一时怎么也
难以将他与一位70岁高龄之人联系在一起。

他很是健谈。从他的一言一行中，不难看
出他的性格张扬、人生浪漫，对文化艺术充满自
信！从见面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家——“山云
居艺术馆”的路上，都是他在滔滔不绝地谈艺
术，讲文化，诉家史……我几乎插不上一句话。

冯山云，1949年 3月出生在延川县城东南
20华里的冯家崾村。这个村原来

是个很小的自然村，只有八九

户人家。父亲在他 3岁时就去世了，丢下他和
三个姐姐与母亲相依为命。后因生活所迫，母
亲只好招了上门男人。继父姓苏，系本县杨家
圪台人，勤劳善良，朴实厚道，对待他们姊妹 4
人视如己出，关爱有加，精心呵护。就连他自己
也由苏姓改为冯姓。冯山云说，其实他一生为
人处事的秉性来自继父的言传身教；文化素养
却深受母亲的影响。因为母亲虽是一个与人为
善、勤俭持家的普通农家妇女，但心灵手巧，不
仅做得一手好茶饭、好针线，而且还是一个剪
纸、绘画能手。小小的山云，在母亲的熏陶下，
耳濡目染，也渐渐喜欢上了民间绘画艺术，并且
一发不可收拾。

9岁的时候，父母将他送到永斗小学上学。
学校距家路途相对较远，条件又不是很好，村里
只有 3个孩子上学。没几天，其他两个孩子因
受不了这份罪而辍学回家了，剩下他一个人不
敢去学校，因此不得不休学一年。第二年稍大
一点的他，继续开始上学，由一年级直接跳级上
了三年级。虽然课程跨度较大，但一贯勤奋好
学、不甘落后的山云，竟然能够赶上班里的其他
同学，而且学习成绩斐然。从五年级起，山云转
入较大一点的学校——寺合小学住校就读。到
了六年级，山云就崭露头角，不仅学习成绩在全
班拔尖，而且画画也成了他的一大爱好和特长，
受到老师的喜欢和关注。可是，“天有不测风
云，人有旦夕祸福”，进入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
时，命运多舛的山云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只好再
度休学回家治病。1966年春，病愈后又重返学
校就读。

1968年 10月，冯山云作为知识青年，下放
农村，回到原籍冯家崾。因他是由三个自然村
组成的大队唯一的初中生，所以很快就成了民
办教师，当起了教书匠，而且一教就是五年。
1973 年 6 月，周总理回到延安时，嘱咐当地领
导：“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彻底解决老
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受总理谆谆嘱咐和殷殷期
望的感染，一贯思想先进的冯山云，毅然辞掉了
清闲舒适的民办教师，踏踏实实地当起了农民，
决心与乡亲们一道，苦干实干，实现周总理提出
的这一宏伟目标和夙愿。为此，他和大伙整整
埋头受了三年苦，使全村年人均口粮达到 450
斤。1977年春，在民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山云
又一次踏进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就他自己而言，无论是劳动也
好，还是教书也罢，从未间断过画画！骨子里时刻
热爱着这片博大厚重土地的他，对黄河、黄土乃至
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有着深切的认知、感受和理
解。因此，黄河、大山、人物、村庄、窑洞成为他笔
下描绘的主要对象。客观地讲，山云没有优越的
家庭、生活、学习、工作和从艺条件，不要说昂贵的
油画器材了，有时就连最基本的笔墨纸张都买不
起啊！看来，唯有速写才是他的出路！当然，速写
也成了他后来一度时期的看家本领。当年在延川

街上和乡下见到画画的也就是冯山云了。山云的
写生完全来源于生产实践，生活气息浓郁，表现手
法新颖，妙趣横生，形象逼真。他的这一爱好和成
就，很快引起美术界的重视和扶植。1980年元月，
在时任延安群众艺术馆美术组组长的中央美院著
名画家靳之林先生的奔走呼吁和热情帮助下，冯
山云被正式转为公办教师，随即被调到延川县文
化馆工作。至此，冯山云终于走上了专业绘画之
路。由版画到布堆画，再到油画，不仅自己潜心创
作，而且还带头举办学习班，言传身教，培养了一
大批美术人才，为挖掘、弘扬、传承民间文化艺术
事业，孜孜矻矻，作出了突出贡献，直到退休都未
离开过县文化馆。

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便上了一道斜坡。展
现在眼前的是一幢土洋结合的三层小楼。冯山
云介绍说：“这就是我的家兼绘画展室。”我翘首
而望，最下一层是住宿、会客的窑洞，二、三层便
是画室和展室了。同样 70岁的山云老伴，见我
到来，便热情地将我迎回家，又是沏茶，又是切
西瓜，生怕招待不好我。从她的谈吐中不难看
出，她也是一位淳朴、善良、厚道的家庭妇女。
冯山云的三子一女早已成家立业，都有了孩子，
不仅工作表现好，而且也很孝顺。最使老两口
高兴的是，受老两口的影响，几个儿女和孙儿都
喜爱民间文化艺术，在摄影、绘画、音乐等方面，
初露端倪。正因为这样，2014年春，冯山云才利
用自家的庭院，建起了“山云居艺术馆”，将他和
老伴几十年来潜心创作的速写、版画、布堆画、
剪纸、油画等作品收集起来，做了简单布展，一
方面不至于散落、流失，为后人留个纪念或者说
是留一笔艺术财富；另一方面，也给儿孙们学习
和传承民间文化艺术搭建一个平台，起到一个
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

闲聊、小憩片刻后，冯山云邀请我上二楼和
三楼参观。两层楼大小展室大约有十几间。楼
道两侧墙壁上、内室里，布满了各种速写、版画、
剪纸、布堆画、油画等艺术作品。冯山云如数家
珍，一幅幅向我作着介绍，我一一仔细观赏领悟
着。我感到他的每幅作品几乎都蕴含着一个生
动鲜活的故事，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好像就
发生在自己身边，又似在哪里遇见和亲眼目睹
过，令人目不暇接，浮想联翩。我在画室和画廊
里久久地徘徊着，心生敬意，流连忘返。特别是
一幅大型油画《乾坤湾》格外醒目，引起了我的
浓厚兴趣和心灵震撼。这幅画表现的是众多黄
河儿女在劳动间隙或集市、庙会上，背朝汹涌澎
湃的黄河，小憩在黄河畔上高山峻岭间的半坡
上。从姿势动作上看，有站的、坐的、吃烟的、拉
话的、手搭凉棚眺望的、招手的、注目远视的、喝
水的、打电话的、手背抄回头一眸的、开怀大笑
的；从衣着打扮上观，都穿着老百姓普通的衣
服，颜色有蓝、黑、紫、黄、粉、褐、灰等；从穿着形
式上视，大部分穿戴整齐，但也有披衫的、着单
衣的、穿半袖的，还有笼羊肚子手巾和背挂包

的。不远处的背后，涌动着更多密密麻麻的人
群，有打着伞看戏的，也有戴着草帽的老农、吆
着牛和羊做着交易。再后，便是天地相连的涌
涌不退的群山了；群山与众位乡亲之间是鬼斧
神工的乾坤湾，滔滔不绝的黄河从秦晋大峡谷
间奔涌而过。这是多么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雄
伟壮观、气势恢宏的大美图画呀！他通过宽广
的视角、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出了勤劳质朴
的陕北人民对黄河、黄土地的坚守，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简直令人心潮激荡，叹为观止！
至于冯山云所画的其他油画，诸如延川籍名人和
其他人物肖像，其个性之突出、角度之宽广、画艺
之精湛，便可想而知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我不能说冯山云的绘画艺术在美术界是独
一无二、最好最美的，但我敢说在我所见过的绘
画作品特别是油画作品中，像冯山云这样豪放、
大气、富有想象力而又不失细腻精道的作品，不
是说没有，但为数不多。可见他的功力非同一
般。是啊，一个土生土长、自学成才的人，能够
达到这样的绘画艺术水准，而且几十年如一日，
焚膏继晷，矢志不移，直到年过70岁的今天，仍
嗜画如命，笔耕不辍，勤勤恳恳，不懈探求，其精
神可嘉，值得我们文化艺术界的同道们敬重和
学习！

因了他的艺术成就，冯山云早已加入了陕
西省美术协会；参加过多次全国大型美术展，其
版画《枣林曲》获得大奖；布堆画《黄河》收藏于
中国美术博物馆；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他所
创作的布堆画《婆姨》被中国日报社作为国礼送
给孟加拉国领导人；其艺术成就被以《民间毕加
索》为题，刊登在国家级有关报纸、杂志上，在美
术界引起极大反响；2009年5月，应邀去法国参
加了国际非物质文化研讨会，并作了《活着就是
荣光》的专题报告；2013年10月，又前往日本参
加了民间艺术论坛学术讲座；就连瑞士、美国等
国家媒体对他的从艺生涯和艺术成就也作过专
题报道，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提高了
他的知名度。

在即将告别冯山云时，我不解地问他：“你
从事美术事业的动力从何而来？今后还有什么
打算？”冯山云不假思索地对我说：“我从艺的动
力，还是如我前面所言，从小的方面说，来自于
母亲，是母亲的艺术熏陶和坚强善良的性格启
迪了我；从大的方面讲，是黄土、黄河文化感染
了我，从而促使我有责任、有义务将深埋在‘两
黄’久远历史渊源中的璀璨民间民俗文化艺术
精髓挖掘出来，勖励后人，发扬光大！至于今后
嘛，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主攻布堆画和油
画。不但自己坚持创作、精益求精，而且还要教
育、培育、带动儿孙们和更多的美术爱好者，学
习美术，从事美术，为拓展和推动民间美术文化
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就是冯山云，一个普通而又不可小觑的
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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