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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专刊

中国古代以木结构为特色独立的建

筑艺术之美举世无双，是具有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从 7000 年前的

河姆渡文化时期即有了榫卯和企口木

工，秦建阿房宫“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

腰漫迥，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

角”。隋唐琉璃瓦兴盛，五代、两宋都市

建筑兴盛，明清以宫殿苑囿及私家园林

遍及大中华，故宫、长城、岳阳楼、黄鹤

楼、滕王阁等犹如一座座丰碑，巍然屹立

于世界建筑艺术之林，为世界瞩目。因

而界画在如此浩浩荡荡的中国古代建筑

艺术潮流中应运而生。《芥子园画谱》说：

“画中之有楼阁，犹字中之有九成宫、麻姑

坛之精楷也。夫界画犹禅门之戒律也：界

画洵画家之玉律、学者之入门。”作为中国

绘画中颇有特色的一个门类，界画以其严

谨工丽、端庄雍容的表现手法赋予中国历

代建筑以无限的生命与激情，井成就了相

当长时期的辉煌。唐李昭道《湖亭游骑

图》、五代李昇的《岳阳楼图》、宋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元李容瑾的《汉苑图》等作

品都将最为深刻的印记流传于世间。当今

中国画坛，以山水、花鸟、人物著称者实不

乏其人，而以界画入画，兼具传统绘画之基

础描述秀丽山川、传神造化之妙又擅山水

楼阁而独树一帜者，却实为屈指可数，寥

若晨星。而陈德华的楼阁山水作品，即为

曾经绚烂至久的界画得以经典传承，同时

又实非一味效仿，其表现形式、内容、技法

均在画家探索揣摩之下出新、出意。

陈德华之楼台山水，于界画基础之

上另辟蹊径，不拘一格，摈弃界尺，以写

意笔触描绘风格迥异的楼台阁宇，全然

摆脱了传统界画僵硬、呆板、乏味的痕

迹。如此古老的画科在陈德华笔下竟以

清新独特的崭新面貌跃然纸上，艺术不

朽的生命力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得以完美

诠释。在百幅令人惊叹的扇形楼台山水

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此君已将山水与

楼阁等建筑物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有一

种新的意境和气象，不论是布局、着色、

情景，在每幅画中浑然天成，在整套作品

中，又决然不同，观者随之体会欣赏，如

同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遇，于遐

想中完成作者悉心营设的旅程。

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在《陈德

华楼阁画集》的序言中说，如今，由于种种

原因，界画却日趋衰落，甚而置于难以自

立门户的境地，人们越来越难在纷繁缭乱

的画作中觅见其身影，而展现于眼前的陈

德华的画，带给人们莫大的震撼。国画是

为神、为情、为人生，没有对中国古建筑的

执著挚爱与深切感怀，没有对这一画种及

技法的透彻了解与刻苦钻研，没有甘于寂

寞置身于“储虚室”间孑然沉淀的心境，甚

或没有画者本人豁达疏朗、超脱于俗世的

性情，就无从想象如何能倾注这般时间与

精力，来完成如此宏大的专题与令人惊骇

的优异作品。翻阅画卷，是历史建筑的视

觉盛宴，是国人勤勉与智慧的写意，是画

家之于艺术最无法言说却深入骨髓的爱

与追求。诚然，陈德华的楼阁画已经决然

超越了传统意义的界画，摒弃了古人的界

尺，融合了写意、工笔、白描各色手法，鲜

艳浓丽到淡雅水墨的着色，差异格局的铺

排，赋予楼宇以生命的体味及迥异的个

性，创作的灵感与艺术的火花交相激荡，

观之、读之、品之，百赏不厌，皆因画作之

美、之深、之与心炙相融。

出生于艺术世家、长于江南水乡的

陈德华，幼承家学，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功

底，为海上名家吴待秋先生的再传弟子，

后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分院美术系。他

擅长国画山水，尤其善于描绘中国古代

建筑和江南园林。出于对中国古代建筑

之美的由衷热爱，德华曾不辞辛苦万里

跋涉，遍访各地的亭台楼阁、庭院寺庙和

园林建筑，悉心揣摩写生创作，逐步对我

国古代的建筑艺术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深

刻的感悟，并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工

作之余，他常常挑灯夜战，埋头苦读，对中

国绘画史中有关亭台楼阁的界画艺术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美术

理论素养。在师古而不泥古、借鉴古法又

推陈出新的理念指导下，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构图与创作手法上的创新，使画家在

亭台楼阁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摈

弃了以往用界尺偏工整图华丽之态，赋予

这一画种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生活张

力。其代表作《千古明鉴》，立意新颖、手

法细致，以一轮明月笼罩建筑主体为构

图，描绘了阿房宫建筑的古朴而宏伟、树

木的苍劲而森郁、白云的空灵而悠远，加

之整体偏红色调的运用，再现了这座千年

明鉴昔日的辉煌和被火焚毁的悲壮史实，

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沉郁的思考！可谓

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陈德华的作品

以整体写意与局部工整的巧妙融合，传统

笔法与现代色彩的有机交融，清丽淡雅与

粗犷雄浑的极佳契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

画风，奠定了他在当今中国画坛上应有的

位置。早在 1997 年，他就被中国美术家

协会吸收为会员，2006 年，他又以公务员

的身份破格晋升为国家高级美术师。作

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美展，并获得文化

部、中国美协颁发的铜奖。2006 年他的

作品《水乡风情》又荣获江苏省“五星工

程”奖美术类金奖。他还先后由国家级权

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怎样画亭台楼阁》、

《江南园林》、《陈德华画集》等 10 余本专

著和《无锡古运》电话磁卡，主编出版了大

型中国画技法丛书等，特别是一套以中

国画特有的形式——扇形画成的整整

100 幅画作以中国古代建筑为主题，再现

了中国历代建筑的恢宏场景：绵延万里的

巍巍长城，沐浴金碧的宏伟故宫，清丽婉

约的江南园林，风格迥异的四大名楼，甚

而阿房宫、圆明园、步握桥等“永诀的建

筑”，同样以印象中最为真切的完美跃入

画卷，成就永恒。他还先后受江苏省文化

厅派遣，远赴马来西亚槟城、吉隆坡等地

举办个人画展，深受欢迎，多幅作品为海

内外人士收藏。值得一提的是，陈德华和

著名画家顾青蛟合作的长达13米人物楼

阁画长卷《红楼梦》，竟耗去了他们3年时

光，直至今年才完成，其中共出现了 100

多个形态不同的楼阁、600 多个相貌各异

的人物，个中辛苦无人能知。作品刚问世

即被马来西亚知名人士收藏。中国发绣

艺术馆馆长、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大师陈德

中（注：本刊6月19日16版《艺术典藏》曾

专栏介绍，陈德华之兄），目前也准备花 3

年时间用发绣艺术来完成这幅国内“红

楼”第一画。

画品即人品。作为二泉画院的院

长，他以滚烫的爱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他以一腔火热的情怀赢得了社会的广泛

赞誉！艺术上的渐入佳境并没有妨碍他

热心公益、关注民生的步伐。陈德华还

是一位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社会活动

家。任职于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政协文

教卫体委员会主任的陈德华，以建设和

谐社会为己任，有着为社会、为国家默默

奉献的高尚情怀，在担任无锡市政协委

员的 10 年里，他先后提出了近 70 件提

案，如环境保护、两房建设、老村整治、素

质教育、药品监督等，桩桩件件都与人民

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陈德华还默默领养了 3 名

陕西佳县贫困家庭的孩子，不仅提供学

习费用，还提供生活费用以及生活和学

习用品等，使他们从小学一年级直至读

完初中。他还穿针引线，联系海外华人

关心无锡的教育事业，资助江南大学的

10 名贫困大学生完成了全部学业。他

还先后与 4 户贫困（残疾）家庭结对，不

仅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还在工作、生活上

予以关心；在政策范围内为他们争取低

保；为他们的子女争取减免学费等等。

夏日炎炎，他不辞辛苦，深入惠山古镇进

行调研和普查；冬雪飘飘，寒风凛冽，他

一次次陪同市人大、政协领导进行视察

和调研，最终使惠山古镇保护建设列入

省、市重点项目并启动建设，如今已初见

成效。其中的惠山祠堂群已被列入国家

文物保护单位，还被列入江苏省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惠山古街已被列

为全国十大历史街区。他先后主持编辑

出版了珍贵的文史资料《无锡惠山祠堂

群》、《无锡惠山百景图》、《北塘集萃》等

多部专著，引起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和一

致好评。

陈德华俊朗的面庞、深邃的目光、淡

淡的笑容，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既

有文人雅士的清逸，又有仁人志士的朴实，

还兼有艺术家身上并不多见的一种与生俱

来的亲和力。陈德华的作品是令人叹服的，

使读者在观赏之下，甚至忽略了这些技法

与形式的东西，全然沉浸其间，只觉意韵无

穷、画中有画，情有所寄，那便是真正的经

典之作了。可赞，陈德华之画，如是。

清新雅致 寥若晨星
——陈德华楼阁经典画赏析

丁 一 潘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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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国画《红楼梦》长卷（局部）

5.国画《二泉映月》

6.国画《寄畅园》

7.国画《锡惠胜概图》（12通景）

陈德华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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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华，著名书画家陈负苍之

孙。1955 年出生于山东德州，祖籍

福州，1978 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

分院美术系，幼承家学，为海上名家

吴待秋先生再传弟子。擅国画山

水，尤钟情于描绘中国古典建筑和

江南园林，数十年来不辞辛苦，万里

跋涉，遍访祖国各地的亭台楼阁、庭

院寺庙、园林建筑，悉心钻研写生创

作，特别是他的楼阁画一改以往用

界尺偏工整图华丽之态，赋予这一

画种时代气息和活力。作品《五岳

同辉》、《阿房宫》、《锦绣中华》、《动

物通景》等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第

二届全国体育美展，第四、五届全国

年画展，获 1997 中国首届体育美术

大展和加拿大“枫叶奖”、国际水墨

画展优秀作品奖、第六届全国年画

展铜奖等。先后由江苏美术出版社

出版《怎样画楼台亭阁》，天津人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出 版《陈 德 华 楼 阁 画

集》、《学画亭台楼阁》，湖北美术出

版社出版中国画技法示范之《江南

园林》、《楼阁》以及专集挂历《五岳

名山》、《中华名楼》、《江南名园》和

电话磁卡《无锡古运》等。1995 年

曾受江苏省文化厅派遣赴马来西亚

槟城、吉隆坡等地举办画展深受欢

迎，多 幅 作 品 为 海 外 知 名 人 士 收

藏。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

家高级美术师，无锡市政协书画社

秘书长，无锡二泉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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