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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著名中国画家徐君陶早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扎实的传统绘画功底与丰富厚重的人生阅历，磨练出“容者大

成，海纳百川”的艺术面貌，是“新浙派”画风的代表。随着 2012 年徐君陶两次个展在浙江成功举办，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先后出版《徐

君陶画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徐君陶》，系统地梳理了画家从早期至今的代表性作品，并收集了多位著名理论家的评论文章。本刊特邀徐君陶先

生就多年来国画创作体会写就《敦煌之路》心得一篇，与其国画作品一并推出，以飨读者。

□□ 徐君陶

我艺术成长的摇篮是浙江美术

学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的

教学风气很好，提倡教学与社会实

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老

师们也热心教育，他们把全部的热

情都投入在教学上，所以我有幸在

学生时代就打下了较好的专业基

础。二年级的时候，我和班上的几

个同学到上旺大队创作了《八把山

锄闹革命》，第二年又到大高坞大队

创作了《大高坞创业记》。这两个大

队都是当时浙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

的示范村，我们的画出来后，宣传部

门就向农村发放，农民家里都贴了

我们的画，我心里很有成就感。

毕业前夕，我和王庆明、方增

先、李震坚先生一起创作了一套《长

征组画》。这套组画完成后，在 1967

年的全国青年美展展出，还在当年

的《人民画报》做了封面、封底。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了浙

江丽水市缙云县文化馆工作。当时

心里有些失落，一个农村的孩子上

了大学，就想在城里找份工作，这个

梦想破灭了，内心充满了无助的痛

苦。后来我到一个水库工地搞宣

传，看到那里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看到了山里人建设家园的热情，我

一下子找到了感觉。我以当地的生

活为素材，创作了《山区建设者》，第

二年又创作了《团代会上》。这两幅

画都获得了成功，在全国产生了较

大影响。

我这两幅画直接继承了老师的

创作方法。我的老师是李震坚、方

增先和周昌谷，在他们的学生时代，

学习的是西画，有坚实的素描基

础。后来，他们到敦煌莫高窟观摩

学习，受到了民族文化的熏陶，回校

后，就从西画转到了中国画。由于

这次回归，出现了新浙派人物画。

这个画风的特点是水墨加素描，人

物有明暗，有体感，很适合表现工农

兵形象。把国画人物画从过去表现

宽衣大袖的传统文人画中解放出

来，用来直接表现现实生活，这无疑

是一场成功的艺术革命。

艺术的天性就是不断地求新求

变。生活在变，艺术也要不断跟着

变，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们这一代

人的肩上。

1985 年秋天，我专程来到敦煌

莫高窟学习。敦煌管理处的管理员

带我来到了元代的第三窟《千手千

眼观音》。她介绍说，这幅画是画师

在墙上喷了水，半干的时候画的。

我仔细看了看，这线条就像画在宣

纸上的一样，还有着水墨渗化的效

果，线条十分流畅，以写实的手法表

现了一位健美的西部姑娘，只是在

她的身上画了那么多的手。高明的

画师，为了保留线的韵味，采取了淡

彩法，观音的身上几乎没有上色，利

用这黄土地的黄色，来代替我们黄

种人的肤色。经过了这几百年时间

的打磨，这观音的肤色依然那样的

饱满滋润，流露出健康的美感。

从这幅画上，我也看到了卷轴

画对壁画艺术的影响，当然，壁画艺

术反过来也会对卷轴画产生影响。

人类的艺术，也就这样交替着向前

跨越。

从敦煌回来以后，我带着敦煌给

予的激情，绘制了一幅少女写生，在

这幅画上，我舍弃了往日的明暗法，

突出了线条的表现力，在少女身后的

夜幕之中，还有几只金凤凰在舞动。

这幅画刚画好，潘絜兹先生到

我的画室做客，潘老对画面中的人

物很满意，只是觉得背景单薄了一

些。潘老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想

解决的问题。

我想到了敦煌 254 号洞中的佛

像背景，画得非常丰富、耐看，其实那

背景有一些是画工画的，有一些是岁

月“画”的。有斑驳，有脱落，脱落后

露出了底层的色彩，除了朱砂、赭石

以外，还有深黑、浅黑、灰黑、枯黑，各

种色彩不是渐变，而是生硬的断裂，

黑色与黑色之间，有的相差 100 年，

也有的已经相隔了上千年，所以给人

的感觉就特别的苍茫、厚重。为了在

画上追求这种效果，我特意做了一块

丝网版，在底色上加印一版丝网印，

于是就出现了断裂的斑驳的效果，画

面也变得更厚重了。因为加强了背

景，人物也显得更加冰清玉洁，这幅

画后来被命名为《金梦》。在深圳展

出后，由香港《文汇报》收藏。我的人

物画创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0 年 8 月，我应新疆乌鲁木

齐市文联的邀请参加了丝绸之路的

考察。去的时候，第一期活动已经

结束，第二期的人还没有到齐，我就

先到南疆写生，在喀什参观以后就

乘上了一辆到塔什库尔干的大巴。

到了塔什库尔干，天已经黑了，在车

站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再安

排到帕米尔宾馆。我走在大街上，

看到一位白发老人朝我走来，只见

一位姑娘朝他走过去，拿起老汉的

手吻了一下，也没有说话，便往前走

了。老汉也朝自己的方向继续往前

走。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亲切，鲜

花在街道两边舞动，羊群慢慢地从

前面走来，显得那样的祥和优美。

那时候，正是帕米尔高原收获的季

节，姑娘们一边唱着歌一边收割着

青稞，几十里外仿佛都能听到她们

的歌声。我循着歌声找到了她们，

她们很热情开朗，装束也很入画。

我给她们画速写，她们很高兴，此情

此景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历时 3 个月的丝绸之路考察，我

就像见到了一个活的敦煌，一路上

到处是歌舞，到处是牛羊，到处是鲜

花。壁画上的歌舞来自生活中的歌

舞，壁画中的色彩来自生活中的色

彩。这次考察使我从生活中深入地

了解了敦煌艺术。

考察归来后，我根据速写素材画

了《姐妹俩》。人物依然是以线写形，

背景用金色与水墨泼洒，表达了我心

中的理想。我还画了一张《塔吉克之

家》，也是对这种美好情景的回忆。

塔吉克人勤劳、和谐、自足、自律，这

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我只是想用

我的画笔来赞美这种精神。

这一时期，我的表现手法更多

的是发挥线的表现力，线的快慢节

奏、粗细枯湿、侧逆转折，都成了我

画中的艺术特点，突出了线的功能，

也更彰显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个性。

当年，我的老师们向西方学习，

是一种进步，后来，回归本土，也是

一种进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

家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民族自信

心的逐渐增强，我们的线，应该更有

底气和力量，更有时代感。这一切，

对我来说也都是因为有了敦煌的启

迪。敦煌，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宝

库，还将会给予人类永恒的启示。

敦 煌 之 路

《《山溪山溪》》 国画国画 20122012 年年

《《梦舟梦舟》》 国画国画 20122012 年年

《《鲁迅像鲁迅像》》 国画国画 19811981 年年

《《塔吉克少女塔吉克少女》》 国画国画 19911991 年年 《《塔吉克之家塔吉克之家》》 国画国画 19911991 年年 《《富春江富春江》》 国画国画 19861986 年年

《《家乡牧场家乡牧场》》 国画国画 19911991 年年

《《漓江竹漓江竹》》 国画国画 19911991 年年 《《白梅白梅》》 国画国画 19951995 年年

《《山楂小鸟山楂小鸟》》 国画国画 20002000 年年

《《团代会上团代会上》》 国画国画 19731973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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