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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徐华：笔墨丹青向延安

“长安画派”是中国五大画派之一，由石鲁、赵望云、李梓
盛、康师尧、何海霞、方济众等画家为代表组成。石鲁是长安画
派的领军人物，也是新中国美术事业上不可磨灭的一个名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年仅十八岁的石鲁靠着一辆破旧
的自行车不远千里从四川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从20岁到30岁，
延安十年，让他从此踏上了一条与黄土高原、黄河两岸密不可分
的艺术之路。

有文这样描写延安时期的石鲁：时而在南七里的山头，时而
在杜甫川的硷畔，一忽儿在延水之滨，一忽儿又在凤凰山麓，坐
着个自制的小马扎，为农民、石匠，为牧羊人、赶脚汉，为自卫军、
老红军、小八路，为女战士、婆姨、女子、老汉、娃娃潜心写照。为
陕北的山水、陕北的窑洞、山村，以及陕北的蓝天、白云、落日、炊
烟写生。

铁血染山河，丹青抒壮歌。像石鲁一样的延安时期的美术
家们在烈火淬炼中铸就的精神品质，经过几代人薪火相传，已经
凝成一种文化血脉，融汇于中国艺术的长河中。这种精神如今
也吸引着新时代的艺术家到延安寻找精神归属。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石鲁，他的创作理念为我提供了持
续的吸引力，让我也不断向传统汲取营养，向自我寻求突破。”徐
华说。

翻开徐华所著《石鲁绘画研究》，里面对于石鲁绘画及人生
经历的研究清晰透彻。“这幅《种瓜得瓜》成画于1962年，以一个
窑洞院落为背景，一群孩子在跳绳嬉戏，窑洞顶堆满了成熟的大
南瓜，以瓜喻人，寓意孩子们茁壮成长，充分表现了画家心中有
民情，笔下力透纸背的厚意所在。这是石鲁那个时代艺术家能
够领悟，并运用到实践中的创作手法。”徐华说。

到延安，是追寻，亦是探索。如何在前人足迹的

指引下，再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难事，需要用眼、用心、用
情。描绘新时代的延安，延安精神依旧能提供养分。

“历经几十年的退耕还林，如今的延安，山也绿了，水也青
了，鸟儿也多了，生态越来越好，对于绘画创作者来说，也提供了
一种新的面貌。”徐华说。

为了创作，徐华这几年还到乾坤湾、甘泉大峡谷等自然景观
四处写生。他计划将延安所有的红色旧址，用画作逐一一呈现，
让富有时代新意的山水画呈现在大众的眼前。

“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提到‘下马观花’。他对
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们说：俗话说，‘走马观花不如驻马观花，
驻马看花又不如下马观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观花。”
徐华说，这句话在如今的时代，依然能启发每一个创作
者，要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深入人民。

所以在将来的创作当中，他想在延安继续沿
着前人的足迹，不断创作。同时，他也希望自
己能成为一个“铺路石”，挖掘出自己想要
表现的物象，展现出作品的时代性。
后续他将完成一本延安美术的一
本专著文集，再创作一组关于
革命纪念地系列组画，让
延安精神在绘画里落
地生根。

“1995年，我第一次登华山，当时就被震撼到了，华山的美
不分四季，而且它的地质、地貌，特别适合于中国画的表现，中
国画的皴法在华山随处可见。算起来，我已经 24次登顶华
山。”徐华说。

一直以来，华山备受诗人、画家们关注。从李白笔下的“西
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到寇准眼中“只有天在上，更
无山与齐”的吟诵；从王履“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到傅抱
石“待细把江山图画”，无不令人赞叹。长安画派的画家们，更
是将华山这一主题推向一种新的视觉体验。

作为后长安画派的代表性画家，华山也是徐华永恒的创作
母题。对他而言，在华山，能体会四季之变，以天地为徒，与华山
交朋友，能感悟华山形、神、色、意之间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意义。

今年，“延安·长安——徐华中国画作品展”在延安博物馆
开展，展出徐华近三年围绕延安、华山创作的山水和花鸟主题
性国画写意作品 150余幅。分为春到延安、江山为岳、与华相
宜和文献及艺术年表四个篇章，其中江山为岳这一篇章重点展
示了他笔下华山的无限风光。

“正逢一个下雨天，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之前去华山攀登
苍龙岭的过程。苍龙岭是华山最险的地方，我利用中国画大写
意的手法，体现了天、地、人的对话。这张画，其实就是想传达
我对生命的理解。”徐华的《雨中苍龙岭》这幅作品，水墨淋漓、
大气俊秀，当时展出时也吸引了许多观众、学者专家驻足欣赏。

登华山一丈，悟道一尺。这些年徐华的身影在下棋亭上、
在长空栈道下、在东峰之巅、在风雪中、在云海间，在华山的每
一个角落。

静静欣赏他笔下的华山，墨色淋漓，笔触灵动，或浓或淡，
或虚或实，勾勒出一座座巍峨的山峦。或高耸入云，或平缓绵
延，形态各异，气势磅礴。每一处景致，都仿佛是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让人叹为观止。

这些年，徐华先后创作《华山写生·十二图册》《看山还看祖
国山·十图册》《江山如画·十图册》《细把江山图画·十二图册》《仙
从华山来》等600余幅作品。他已经将自己和华山融为一体。

“如果说前辈画家石鲁‘华岳天高月色斜，横眉冷对镇雄
关’所画的是华山之魂，何海霞‘峰插天界外，倒影黄河里’所表
现的是华山之壮的话，徐华则画出了华山之俏。”中国文联特约
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屈健说。

“画华山，除了古代的王履外，今天似乎只有两个人给人印
象，一个是傅抱石。傅抱石就在山脚画，画了个大印象，那种奔
腾狂放的散锋笔法成就了他的作品。另一个是石鲁，画的是华
山的天梯，但他的关注点不在华山本身，而是借华山来传递他
稚拙野霸的笔墨。”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
究员林木说。

人们常说无限风光在险峰，为了画画，徐华曾三下华山著
名的险道鹞子翻身，在悬崖下写生。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
喜欢画华山。他说，一个画家，要与山川交朋友，要拜山川为
师，才能胸怀丘壑，运笔自如畅达。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的杂言上写道：“以蹊径之怪奇论，则
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

也就是说，在山水作品中，好的笔墨能够承载文化气息，文
化的修养和境界。因此，笔墨不单是一种纯技法层面的东西，

它承载着文化人的一种文兴。所以，笔墨对于山水画始终
是一种追求，始终是山水的价值所在。

“徐华笔下的华山，只取一些小角落，一株
华山松，一块陡峭的石壁，一条上山的石径，

再辅以一些烟云，由于造型的任务不复
杂，他反而可以在其中驰骋其淋漓

的墨象，或泼墨或破墨，画面浓
浓淡淡，又以淡墨为主，

笔墨独具特色。”
林木说。

走进延安鲁
艺旧址，桥儿沟天

主教堂静静矗立，冬日
阳光洒落在一排排整齐的窑

洞上，融合中西的院落历经岁月
冲刷洗礼，依旧傲然矗立，气韵犹存，

一如当年延安时期革命文艺家生活居住的
场景。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画家徐华。他手提一
个小马扎，走走停停，选好地方就坐下，取出画
夹坐着一画就是大半天。

“十多年前，在撰写‘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石
鲁’的博士论文时，延安进入了我的视野。后来
我多次来到延安写生，每每想到新中国的艺术
家们大多都是从这里走出去，我就决定来到这
片黄土地，扎根创作。”徐华说。

徐华是甘肃庆阳人，从小生活在宝鸡，求学
于西安、北京等地。来到延安之前，他在绘画艺
术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他曾先后两
次进入西安美院学习深造，在中国美术学院研
究生毕业后，又在西安美术学院获得博士学

位。在西北民族大学任教二十四年期间，他一
直潜心钻研绘画与艺术理论。无论是西北大
漠、江南水乡，还是在华山之巅、黄土高原都留
下了他艺术创作的足迹。

作为后长安画派的作家，徐华深受石鲁等
艺术家的影响，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
伸向生活”的理念，也激励着徐华。对他来说，
不同的生活能带给绘画生命力和新鲜感，到延
安后，他始终践行着这种艺术理念，一头扎进生
活，潜心创作，立足于延安的山峁沟坎间，找寻
灵感，追寻艺术。

“有一次在金延安，我看到一只燕子躺在石
阶上不能动弹，我小心翼翼地将燕子捧在手心
里细细观察后，才知道由于倒春寒这边很多燕
子都会冻伤甚至冻死，但这也象征着春天的来
临。”徐华说，那次过后他创作出了《春到陕北》
《燕飞来》《燕燕高飞吉祥天》等作品，既有中国
画的大写意，又有生活细节的灵动体现。

在延安这片土地上，朴实、新奇、传统、厚
重，各种各样的情感风格实现了自然相融。从
地理角度来说，延安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特殊的地质构造让它在中国画的创作上很
难体现，这对于描绘延安的艺术家们也是一种
挑战。

“古代的中国画里很少有表现陕北的，为什
么不表现呢？因为中国画重视笔墨运用，从单
纯用笔墨勾勒物体形象，发展为皴擦点染，破墨
泼墨，来体现笔力的雄劲或秀丽，水墨渲染的变
化和苍润。延安这种特殊的地质构造皴法上很
难体现，也就是因为它难，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的
艺术创作者来说，才能提供更多的空间。”徐华说。

虽然难，但是徐华并没有停下创作，而是沉
下心来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他新近作品里，形
成了中国画里的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巧妙结合，
在国画里这是非常少见的一种表现手法，也是徐
华面向生活写生具体感受的生动呈现。例如在
作品《圣地花开》里，绘画画面很小，却作了大量留
白，宝塔山和山丹丹花采用不同的红色渲染，既
表现出了革命热情，又有阳光照射的希望之美。

“延安的夏天充满诗意，一次沿延河边散
步，柳树青青，宝塔辉映，我用自己的取舍和立
意，将宝塔和柳树的位置巧妙设置，画下了《清

凉
一夏》
这 幅 作
品，展现出延
安的诗意，画出了
那一刹那的美。”徐华
说，就这样，他用笔墨留住
了南泥湾的风、枣园的月色，
杨家岭的春，山丹丹的红……他
的山水画并不着眼于山川地貌的视
觉表象，而是期望将人文景观和红色文
化的内涵传达给每一位观众。

陕北的民间艺术也同样深深地惊艳着
徐华。在他的作品《陕北说书》里，窑洞、三弦、
一只布堆花样式的猪活灵活现，寥寥数笔就展
现出了陕北说书人和其淳朴生活。在国画作品
里，这样的创作几乎未曾见过，也是徐华的大胆
创新。

关
注

■ 记者 白雪

人物档案

徐华，甘肃庆阳
人，1998 年 7 月毕业
于西安美术学院，同
年任教于西北民族大
学。2008年考入西安
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
位，2012 年获得美术
学博士学位。现为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西安美术学院博士、
陕西国画院青年画院
副院长、华山画院副
院长、延安大学鲁迅艺
术学院特聘教授、“长
安画社”成员。

延安是一块
令人神往的土
地，厚重苍郁的
山水和雄浑粗犷
的土地风貌深深
浸润着画家们的
心田，也影响着
他们的创作风
格。在这片土地
上，画家们一手
伸向生活实践，
一手伸向传统文
化，把深厚的笔
墨技法和浓郁的
生活气息相结
合，实现了完美
交融。画家徐华
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笔下的山
水，如诗如画，如
梦如幻，让人沉
醉其中，流连忘
返。

身在长安 心意陕北身在长安 心仪延安

着墨华山 写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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