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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华说写作是一种发心。 当
初玩命考大学是为了脱草鞋穿皮
鞋，但穿上了皮鞋，还有一颗不死
的心与草鞋关联。 他的第一部散文
集《走出山坳》就是这样写城乡与
尊卑的焦灼，《河那边人家》《野猪
事件》《梨弯木》《居山出山》《去大
漠》《路是一条根》《一池蓝幽幽的
青春梦》等诸多篇章，无不是改革
开放之初，外面很精彩 ，山坳很无
奈，想抓着头发飞升，想走出精神
牢狱， 留下一串山坳里的青春火
焰，引发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
读者的共鸣与追踪。

读者至今还能记住吴建华第
一部散文集的一些语句：“巴山弯
一张弓，河水拉一根弦，河那边人
家就住在月牙儿似的弓与弦之
间。 ”“阳山高远，县长去了，我也去
了……一队人马，摇摇晃晃 ，上坡
时前高后低， 下坡时前低后高，翻
梁时前后都低，唯我最高。 一上一
下，一曲一折，一路的神仙，谁都高
过 ，谁也低过 ，谁都左过 ，谁也右
过。 ”还有“我知道路很长但得不到
捷径，心很诚感动不了上苍。 ……
常在梦里跋涉听见双腿骨头的断
裂声……惊醒时散文是我心灵流
出的血。 ”

那时，文友们常拿散文集 《走
出山坳》说事，可以说那时候走出
来的家乡人才，绝大多数都受了这
部书的影响，一度“走出山坳”成为
这一片地域上的文化符号和青年人立志成才的精神
指向。

吴建华的第二部书叫《太极岛始光》，他当时在旬
阳县文化馆工作，白天学文物考古，晚上读书写作，一
方面不信邪，另一方面对人生命运充满探求。 1988 年
他到西北大学作家班深造，对费秉勋教授的中国神秘
文化课如醉如痴，满脑子是太极图。寒假归来，一次偶
然的登高发现旬阳县城是一座太极岛城， 当时 28 岁
的心脏承受不了万般狂跳，便在地上打滚。这是《太极
岛始光》书名的来因，更是家乡巨变的深邃寓意。安康
文联主席马建勋诗赞“始光一耀天下闻”，戏剧作家王
百寿则说：“从此揭开了旬阳现代太极城文化的扉页。
说现代， 是到了 2004 年县城出土了 ‘洵水绘成太极
图’的墓联”。

吴建华的笔触一开始就关注社会现实。他的第三
部书叫《女人与陷阱》，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纪
实畅销书，该书以流畅优美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故事，
叙述了中国男权社会女性自身就是陷阱的问题，其遭
遇由来已久，并有考学、就业、提干等诸多受限与制
约，女性的凄婉与悲惨、困苦与挣扎，在“改革的人与
人的改革”中，一一呈现与反思。该书由新疆青少年出
版社出版，五年后光明日报出版社再版行销。

当时间进入西部大开发， 旬阳需要高灯下亮，他
收集了大量的西部开发一手材料，完成了他的第四部
著作《西部崛起大趋势———来自旬阳的调查报告》。著
名评论家王愚在研讨会上说，“这部 34 万字的报告文
学，饱含了时代激情，是富不避贫、丑不掠美的沉思与
感人之作。 ”著名移民专家、安康日报社老报人陈良学
先生则说，“西部热土孕育了作家的成长，建华的写作
势头看好，本书是他报告文学创作的新里程碑。 ”

但是 ，令吴建华没想到的是 ，时间进入了 2000
年 ，十多年前的偶然发现和 《太极岛始光 》的出版 ，
竟然引发了旬阳举全县之力打造太极城品牌的热
潮，启开了他从作家向学者转化的大门。 他研究提
出 太 极 城———两 仪 岛———四 象 山 水———八 卦 重
镇———六十四精品景点———全县旅游一张网的长
远目标，注册“旬太城”商标，主编《太极城》刊物，邀
请国际易科研究院及中省市专家多次举办文化论
坛 ，发表 《定位一座城市的精神取向 》等重要论文 ，
出版了 50 万字的 《中华太极城传 》和上下两部 《太
极城文化研究》成果集。 先后与刘景才、杨荣玉、刘
家荣、高晓燕等一道成立了太极城文化研究会和哲
学创新研究院，聘请上海大学教授赵永昌担任首任
院长 ，团结国内高校与社科院诸多专家 ，重点研究
太极哲学 、三太文化和哲学智慧城市 ，大大提升了
太极城品牌的社会声誉。 2018 年 8 月，吴建华与 32
位专家，带上 98 篇《献给世哲会论文集》，参加了在
北京召开的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 ，并把 “太极城 ”
巨幅照片作为分会场的讨论主题 ，使 “人类命运共
同体”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思想成为一幅鲜
活而生动的人类的太极哲学图景 。

吴建华曾被当时旬阳县委县政府评为 “首届
三创十佳人物”， 誉为一位作家影响了一座城市的文
化进程。这期间，他的散文文风骤变，较前更有哲思与
禅境。入选全国高三语文联考和湖南省高考语文试题
的《石磨上的美文》是如此，上了《自学考试报》范文案
例解析的《铁饼飞翔》也是如此，《井然远去的车流》则
是太极智慧化解矛盾的显像。 当然，还有《父亲的选
择》，多年来反复出现在各省中学语文试题上。在他的
眼里，当父亲挥动草帽向我讲述他的感悟时，我总是
想着：可惜呀，不种田的人，总是不能从水田般的镜子
里看见自己的一颗心。 所以，父亲是一个淡泊的自然
写手。 他用秧苗书写后稷的故事，书写大田的宽厚与
仁慈，书写自己的诗情与悟性。 ”

吴建华调进省城西安工作，他抓住了在《秋菊打
官司》 里配唱而火遍世界的李世杰的非遗事迹，2020
年与张燕合作写成了 30 万字的《碗碗腔奇人李世杰》
一书，多次做客省市电台予以推介。 他 40 多年来，得
益于安康日报诸多文友、师友的支持，在《人民日报·
海外版》《散文选刊》《读者》《莽原》等发表文章 600 多
万字，出版《石磨上的美文》《走向智业文明》《序跋言
论集》等著作十多部，获奖 40 多项。

（梁真鹏）

2015 年，章长青在国家画院做访问学者
期间，闲暇时候，听导师们谈到陕西三秦大地
上世纪 60 年代有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美
术团体，被当时的美术界称为“长安画派”；80
年代刘文西创立了“黄土画派”，而陕南至今
还是空白， 建议他回安康后和陕南的画家们
好好商议一下， 导师们语重心长地嘱咐让章
长青陷入了沉思。

“长安画派”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
向生活”；“黄土画派”作为中国唯一的学院式
画派，在艺术创作上力求创新，主张“向人民、
向生活、向传统学习，向世界优秀团体，艺术
学习”，秉持大视野、大境界在全国独树一帜；
“陕南画派”如何定位？ 当时恰遇脱贫攻坚的
春风吹遍陕南大地，章长青和商洛、汉中市的
美术家们商议后决定共同努力， 携手为秦巴
汉水代言，倡立了陕南画院，他被推举为首任
院长，主张以“秉传统、师造化、尚人文、修品

格”为宗旨的陕南画派，力求南北融合，体现
陕南的地貌特征，与三秦大地“长安画派”“黄
土画派”形成呼应之势，共同推动陕西美术事
业繁荣发展。

章长青说中国画艺术灵魂既不是创新，
也不是复古，而是指向人的内心的真诚，画家
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厚积学养、陶冶情
操，认知天地造化、感悟生命，从而挖掘出自
已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即生命之本真，将其表
现出来，这才是艺术创作的命脉。他认为艺术
家的笔墨要跟随时代的发展， 画出新时代中
的新感受，为此，他几乎走遍了秦巴汉水间的
城市和村落，创作了系列充满生活气息、时代
气息的画作。

他创作的汉江支流系列、 终南山写生系
列、陕北写生采风系列、定军山写生系列、皖
南水墨山水系列作品，参加“情系西部·中国
画作品展”等各类大展并获奖。 2008 年在“纪

念毛泽东主席 115 周年诞辰全国书画大展”
中获一等奖；2011 年《秦巴瑞雪》获“陕西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美术书法摄影
展”优秀奖；2012 年在“全国中国画名家作品
邀请展”获一等奖；2013 年作品《回家》获安
康市人民政府 “第四届安康市文学艺术精品
创作奖”二等奖；2014 年作品《秦岭云烟》获
“黄宾虹 150 周年诞辰中国画作品邀请展”一
等奖，同时被推选参加《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2015 年“第一届美术时空中国画学
术邀请展”获一等奖等。 2017 年，我市正式启
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创建工作， 政协
委员章长青建议把西城阁改建成安康市美术
馆的提案得到了重视，后来，他也被推选为安
康美术馆馆长。

2019 年，章长青经过数月调研、收集整理
资料，完成了重大历史题材《国授金蚕》巨制。
《国授金蚕》 所表现的是汉武帝派朝廷官员对

当地蚕农颁旨赐授“鎏金铜蚕”以示嘉奖的场
面，画身长 3.6米，宽 1.5米。该画为“一带一路”
全国名家邀请展而做，随全国其他名家作品共
同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巡回展览，是展现
安康在丝绸之路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作出
重要贡献的新名片。 2020 年，安康机场正式通
航的时候，这幅画就挂在安康机场的大厅中。

章长青把退休当作人生的新起点， 他向
记者展示了他正在创作的巴山高速系列画
作，他感慨于 30 多年来，一代代交通人逢山
开路、遇水搭桥、接续奋斗，高速公路建设实
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著名学者王鲁湘曾说， 热爱是最根本的
力量之源，热爱山水、热爱家乡、热爱山水画，
这三者在章长青身上天作地合统一为一个整
体。山水长青墨长青，章长青将自己放逐在秦
巴汉水间，从容展开自己的山水人生，他收获
了青山，也收获了白云。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章长青《秦岭七十二峪》
系列山水画台历也新鲜问世，这是他用了多年的时
间，走访秦岭众多峪口后完成的。 中国国家画院研
究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王鲁湘曾说过，
恐怕在华夏大地上再难找到如秦岭这样完美的“师
造化”蓝本了，要岭有岭，要峰有峰，要丘有丘，要壑
有壑。 他认为秦岭是中国山水画的发祥地，唐代王
维、李思训画的就是这方山水。

纵观章长青的《秦岭七十二峪》，他以滋养中华
民族的厚重的秦岭峪口为主体，展现了秦岭山脉奇
峻厚重的独特韵味。 12 幅山水画画风苍劲，博大浑
厚的秦岭山峦、密林、悬崖、房舍、路径、云岫或隐或
现，或明朗突出或影影绰绰。 种种布局安排妥帖分
明，意象繁多，气势不凡。 他用质朴的笔墨语言描绘
连绵不断、叠嶂雄伟的秦岭山脉，对秦岭的一草一
木一山一石注入了深深的挚爱之情 ； 他以写实为
主 ，重在客观景象的描写 ，作品笔墨朴拙 、气韵生
动、意境深邃，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秦岭七十二峪》系列山水画，作品风格豪迈而
不疏野，阳刚而具大气，雄强恣肆，笔墨苍辣，无论
河流、云岫，皆有跑马的云游空间。 给人以极强的视
觉冲击力，是一种现代与传统意境得到较好结合的
新型美感中国画。

秦岭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它横贯中国东
西，构筑起华夏文明的脊梁；它孕育了长江、黄河最
重要的几条支流，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刻的历史记忆
和文化认同；它的万山沟壑哺育了近千种野生动物
类群，北麓山势极为雄伟，陡峭的山崖之间形成了
众多峪口。

秦岭七十二峪位于秦岭北坡，古人常常用 72 来
形容数量之多。 其实如果查看地图或者沿山边细数
起来，会发现远远不止 72 峪，章长青特选了一组自
然风光有特色、 人文历史厚重的一些峪口进行创
作 ，如众所周知的沣峪 、岱峪 、辋峪 、子午峪 、抱龙
峪、高冠峪等。

沣峪口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城南约 35 公里处的
秦岭北麓，因沣河从这里流出而得名，峪口内景点
众多，如敬业寺、万花山等，风景旖旎，是休闲度假
理想佳地。 章长青在此创作了《沣峪清音》并作为台
历的首页，画中远山如黛、房舍、密林、亭台摇曳生
姿，从高山之巅蓬勃而出的泉水自由欢畅，松涛阵
阵，山之繁密处风丝不透，而清泉所到之处意趣生
动。

辋峪，也叫辋川。 王维中年以后在此隐居达 20
年之久，他当年营造的“辋川二十景”在我国园林史

上独树一帜。“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
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 优娄比丘经论学，
伛偻丈人乡里贤。 披衣倒屣且相见， 相欢语笑衡门
前。 ”这是他在《辋川别业》里描绘的辋川美景。 当年
的辋川气象，不知道令多少文人顶礼膜拜，那曾是中
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从蓝田城到辋川镇仅 20 分钟车程，章长青徒步
进山，拜访了王维手植的银杏树，当他看到这棵树的
时候很诧异，自己明明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而那棵
银杏树却分明似曾相识。思索良久后他陡然想起，原
来这棵银杏树就是《芥子园画谱》里面王维画他家门
口的那棵树呀， 唯一不同的是眼前这棵树更繁茂粗
壮了一些。因为曾反复临摹过这棵树，章长青对此树
的结构形神，枝条的穿插俯仰早已谙熟于心，他当然
认识这棵树！

“我激动如见先生之面， 辋川乃摩诘养志之所。
其诗共画，绝响千古。 遥想当年，辋川别业，亭榭楼
阁，依山傍水，丝竹绕梁，摩诘与裴迪临窗而坐，品茗
论道，焚香参禅，抚琴吟诗。古之圣贤善通天地，好近
造化，生存之悠然，无不令今人而深羡之乎？”章长青
思绪难平，写了散文记之，以企穿越千年时空，聆听
诗人灵魂之博大与淡然。

章长青在此创作了《辋峪小雪》。 《辋峪小雪》
黑白分明却又盈润多变， 墨色精妙奇绝， 耐人寻
味。 群山浑厚滋润，房舍清幽肃静，用墨时而湿润
而浓重，时而恬淡而留白，水墨淋漓，变幻无穷，黑
白之间呈现出极大的张力， 有石涛山水的苍茫意
气 ，精神高爽又具气势 ，满眼皆是变幻无穷 ，笔墨
挥洒中，古拙的自然之美体现出山水灵动内涵，静
默中蕴涵着无尽的生命活力。此中内美，非饱学之
人不能绘之。

岱峪口位于蓝田县焦岱镇，岱峪莽莽苍苍 ，一
到秋天，漫山的红叶如火如荼般炽烈绽放 ，章长青
辣笔纷呈，将古树的苍劲和秋叶的绚烂韵致天成，
画中远山浑厚静美，近处的白泉从山涧激荡而下，
似精神意识随着心像而游走， 在动静之间完成了
内在的循环之气，动静合而为一，率性落笔之处皆
有天机。

秦岭作为父亲山， 众多峪口山间自古就是人
类迁徙交流的通道，如今，秦岭作为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居住在山中的子民们应该成为
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的第一道防线，章长青的《秦岭七
十二峪》对秦岭既是一种赞美，更是一种对中华龙脉
的保护和呼吁。

章长青自幼喜好丹青，下放当过农民，那
时候没有资料图书， 他就描小人书、 画样板
戏；回城进厂当工人时，没有素描教具，他就
用脱土坯的手艺自制几何形体， 刷上白漆也
能画出明暗调子。

1986 年， 他调入安康学院从教，1998 年
赴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中国画，师从张凭、张立
辰、 贾又福等名师大家，2007 年又赴中国国
画院杜大恺导师工作室高研班学习中国画，
学无止境，2014 年，57 岁的他再次赴中国国
家画院龙瑞院长工作室访学。

《尚书·禹贡》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
三千里汉江有一多半是在秦岭、 巴山之间蜿
蜒穿行，古老而绵长，清幽而纯粹，对于汉民
族在成长壮大过程中所蕴含的气韵脉络有着
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 像一个咏叹调吸引历
代文人墨客吟咏、传唱。生于兹长于兹的章长
青更不例外，他从 2005 年开始沿汉江徒步旅
行，从陕南潘冢山到湖北汉江口，历尽艰险，
一路观察记录、写生整理、体验生活，搜集素
材。 面对苍茫大江和沿岸起伏的群山丘陵和
平川，以及郁郁葱葱的树木草丛，他以写生为
基础，择其精要、悉心布局，用三年的时间创

作出百米山水长卷《汉江千里图》。
2013 年，章长青在陕西美术博物馆举行

个人大型作品展，一层展出百米长卷、二层展
出八十余幅写生作品、 三层展出秦巴古道系
列丈二及八尺巨制 40 余幅，展线共计三百多
米。 全国著名学者王鲁湘为本次展览及研讨
会出任学术主持并撰写了前言； 中国美术家
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邵大箴先生和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杜大恺先生为本次展览
撰写了评论文章；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西京
及中国著名画家崔振宽、赵振川、龙瑞等均给
予了高度肯定与赞扬。

此次画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汉江千里
图》，这幅百米长卷浓缩了三千里汉江万种风
情，笔墨豪放洒脱，画卷中有令人神醉的秀美
山川、也有悠然雅致的田园风光；有巍峨壮观
的云海雾乡、也有沿江的闹市码头，展示了千
里汉江流域的山水风光和人文风俗， 气势磅
礴、质朴浑厚，凝聚了他对汉江的热爱、对艺
术的高尚追求，堪为他山水画传神代表作。

“章长青是在艺术上下过苦功的人 ，从
荆、关、董到石涛、龚贤，历代山水大家的作品
他无不精心临摹。但他不泥古，在自己的作品

中不津津乐道于前人的技法， 而是根据描写
的对象和此时此地自己的心境， 用笔墨语言
平实地抒发主观感受，因而画面生动，富有生
机，毫无八股气。这与我们看到当今一些只能
写客观真实景象而无巧妙艺术构思又用笔直
白的写生作品大相径庭。 他的许多独幅山水
画作品和这幅长卷力作， 既有传统中国画的
笔墨功力，又散发出时代气息，这是难能可贵
的。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评论家邵
大箴对《汉江千里图》赞赏有加。

中国自古即有“书画同源”的传统认知，
黄宾虹认为中国传统绘画的用笔源自书法，
书法是基础， 绘画是在书法的基础上发展而
来，他曾言：“中国画法之要，根本精神全从书
法中来，不明书法，即不知画法。 ”言外之意，
不懂书法，即不明大写意之精要，似乎是行家
之共识，不懂书法之笔墨精神，便不知中国画
的高级语言。

同样的观点， 记者听到章长青讲了一个
通俗易懂的例子：“2011 年，安康学院开办美
术高研班，我义务教学，当时报名的学生达百
余人，人数之多班级无法容纳，我就把这些学
生都拉到一个群里， 要求他们每天早上六点

在操场跑步十五分钟，然后书法临帖半小时，
作业完成后发到群里我来检查。 ”

就是这样看似简单的要求，3 个月结束
后， 能够天天完成作业的学生只剩下了 18
位，“一个班只能容纳 20 个学生，其实，让他
们跑步后再练习书法的第一天， 我已经开始
教他们了， 天天跑步和练习书法锻炼了他们
的毅力和调整了气息， 他们不知不觉中已经
为自己奠定了画画的基础， 就是经过这样重
复却简单的考验， 到最后能够坚持下来的都
是真正热爱画画的娃们。 ”章长青说。 后来十
几年，他一直沿用这种教学方法。

果不其然，凡是在他研修班学习的学生后
来都有着出色的专业成绩。章长青说这叫练“百
日功”， 这种方法在学书法和画画的过程中，可
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样天天重复的坚持远
远超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十年练习， 这或许
也是很多书法、美术爱好者练习多年，技法还不
够精湛的原因吧。章长青除了教学有洞见之外，
更多的是以身修行，言传身教，他自己就是数年
如一日，天天笔耕不辍，大年初一他都是要画画
的，朋友劝他大过年的歇一歇，他却乐在其中，
说画画就是自己最好的休息方式和快乐源泉。

章长青，生于 1958 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安康市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陕南画院院长、安康学院教授、西安美术学
院客座教授。美术作品多次在国内及海外参展、获奖并被专业机构收藏。代
表作品有国画百米长卷《汉江千里图》，出版专著有《中国优秀美术家·章长
青卷》《艺林般若章长青画集》《山水长青章长青画集》等。

山 水 长 青 墨 长 青
———章长青书画艺术印象

记者 张妍

秦岭七十二峪：师造化，浑厚博大的山水情怀

汉江千里图：赋比兴，浩然大气的千里长卷

倡立陕南画院：开风尚，温润苍厚的陕南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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