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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 来自西北的一个不起眼
的画展，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新颖的时代气息，
立马在缤纷的中国美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轰
动。

1961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8 日，名为“西安
美协国画习作展” 在北京刚刚落成的中国美术
馆展出。 正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赵望云，
委托选出作品参与画展。

中国美协西安分会筹办的这个习作展，共展
出了一百多幅作品，石鲁五十幅，赵望云十四幅，
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各二十幅，李梓盛十幅。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 刊文，
惊呼出现了一个长安新画。 画家张仃称之为长
安画派，华君武称之为关中画派，也有称西北画
派、窑洞画派的，之后趋于统称为长安画派。 习
作展又到上海等地巡展， 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和
热议。 观众对其画风褒贬不一，王朝闻、叶浅予、
潘天寿予以肯定。 意想不到，一次司空见惯的国
画习作展， 日后竟然成为中国美术界现代艺术
史上的大事件。 由此，随着社会发展与艺术思潮
的嬗变，长安画派叫得越来越响亮，回荡在瞬息
万变的时光隧道里。

赵望云从新中国建立起， 一边投身西北文
化文物抢救保护组织管理工作，殚精竭虑，为碑
林、半坡、敦煌、炳灵寺、麦积山的遗物传承作出
了贡献， 同时团结一大批画家创作出了反映时
代革新的现实主义作品。 西安美协国画习作，也
便应运而生，大放光彩。

西安美协国画习作展， 其代表作品有石鲁
《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赵望云《深入秦岭》，
何海霞《西坡烟雨》，方济众《江村雪后》，李梓盛
《延安风景》，康师尧的花鸟画，达百幅之多。 画
作之独具风采， 精美绝伦， 具备震动画坛的品
质，被誉为长安画派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一个人开画展是一个人的肖像， 一群人聚
在一起是一个群体形象， 把一群人的画合起来
是一件大作品。 在看到艺术家成就的同时，也看
到了时代对艺术家的呼唤， 也把长安艺术的天
空照亮了。

西安美协习作展在北京展出， 为陕西美术
蹚了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继之薪火不息。 其艺术
生命源于西部的自然人文风貌、 红色圣地延安
的革命精神及古长安文化优秀传统遗产的滋
养。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
张，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它以浑朴、厚重、新
颖、崎岖的西北风貌及个性化的精神指向，将中
国画从传统形态推向现代形态。

长安画派， 由此列入中国近现代五大画派
之一。 京津画派、海上画派、金陵画派、长安画
派、岭南画派，成为学术界及辞书家们的画坛权
威界定用语。

在中外艺术史上，一个画派的取名，大致依

照两个原则：或按画家活动的地区，或按艺术表
现的特点。 前者，如中国古代的吴门派、娄东派、
新安派、虞山派、浙派、金陵派、扬州派，近代的
海派，现代的江苏派、长安派等。 外国的佛罗伦
萨画派、威尼斯画派、巴黎画派等。 后者，如中国
的没骨派、米家山水，外国的印象派、点彩派、野
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超现实派、表现派等。

除此以外， 有的还以画家群体的某种特点
得名，如中国的文人画派、外国的巡回展览会派
等。 至于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南派、北派之分则比
较特殊，它既与佛教的禅宗分派有关，亦与中国
南北地质环境、气候特征的差异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真正意义上形成的画派，常
常说三足鼎立，即金陵画派、岭南画派、长安画
派。 而长安画派有别于清末民国的笔墨家们，基
本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个惊艳的艺术现象，
可谓高山景行， 形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艺术
高峰。

赵望云的开创性探索， 是将西画的写生方
法与笔墨语言相结合， 将中国画带入了反映现
实生活的境地， 为长安画派的诞生做了最为重
要的艺术准备。 他的一组十幅《采桑图》描写的
是农民，把新中国成立后那种崭新的生活，带给
人们的喜悦和对劳动的热爱表现得格外真挚。
而这种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作品， 几乎贯
穿了赵望云的整个艺术生涯， 且让画坛耳目一
新， 这种直面现实的笔墨精神在同期画家中是
比较少见的。

赵望云 1963 年创作的《水库区速写》，上端
留白不多，使人感到一幅农村建设的繁忙景象。
其深邃的内涵意蕴， 不仅成为长安画派的情感
基调， 甚至成为以后表现这片土地的一个永恒
的艺术参照。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很少有哪部
作品比石鲁的《转战陕北》对中国革命历史反映
得更为深刻。 这幅画作，气场宏大，人物似乎很
小，在苍茫的像大海一样的群山怀抱中，人民领
袖气定神闲，对夺取全国胜利已经胸有成竹，表
现了一种气魄和胸怀， 有一种持久的历史穿透
力。 尽管群山布满整个画面，可第一眼看到的是
领袖， 一代大师的这种构图的确不是凡夫俗子
所能认识到的。

石鲁的画作《东渡》，画幅只展现了半条船，
遗憾的是原作不见了。 石鲁说，我尽管没有亲眼
看到毛主席东渡，但是我当年也到了黄河边，参
与了伟大的战役。 所以他笔下的东渡气势磅礴，
面对惊涛骇浪， 画中人物都在奋力拼搏横渡黄
河。

何海霞创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表现了
红军长征的艰难而昂扬的气势， 一支举着红旗
的队伍行进在苍茫的群山之间， 大山拥抱了队
伍，队伍依赖着大山，画面涌动的是一种生命气

象。
长安画派笔墨语言的创新， 就色彩而言表

现在赵望云身上， 就笔墨而言主要集中在石鲁
身上。 赵望云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喜爱
的美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色彩。 他在
研究大西北绘画的时候， 发现用赭石为主的泥
土色调，可以较好地表现苍茫和深厚，所以他的
画作喜欢铺染赭石类的颜色， 令人直感到黄土
地的悠远和厚重。

纵观石鲁的作品，笔墨语言则非常粗犷，是
多种皴法并用，显得苍劲挺拔，将长安画派的艺
术成就推到了巅峰。 曾有人批判石鲁画作：野、
怪、乱、黑。 石鲁用诗回应道：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更怪，不屑为奴偏自裁。
人谓我乱我更乱，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说我黑不够黑，黑到惊心动魄魂。
这是石鲁的艺术宣言。 这种艺术境界，确实

与同期很多画家拉开了距离， 展示了一种孤傲
而深刻的艺术品格。

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的理念， 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具体解决传统
艺术形式时代化这一重大而艰巨的课题， 在理
念和实践两个方面提供了经验。

美术批评家程征评述道：
长安画派这一支国画新军大体是由两支力

量组成的。 抗日战争时期，西安是大西北的文化
中心，许多画家聚集到这里，当赵望云 1942 年
从四川来此定居之后，就成为西安画家的核心。
随着全国解放， 又一批国画家从解放区来到西
安，他们较早接受了延安文艺思想，其代表人物
是石鲁。

他们一个是杜甫，一个是李白。 赵望云农村
写生出身， 一直实践中国画革新， 关注民间疾
苦，从不画非劳动者。 石鲁天纵其才，具有系统
的理论和所向披靡的独创精神。 两位探险家都
对长安画派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赵望云的画作《水区火塘写景》，全幅将山
体切割成三块准几何形的灰色调大面， 以路径
云岚的白气间隔交叉， 实在是出中国画古今布
局之未有。 笔墨的成熟足夺文人画传统之精髓，
而景物的安排、气氛的把握、意境的创造却是完
全独自受之于造化的，绝无依傍古人之痕迹。

晚年的赵望云， 已经改变了他一生不以古
人诗句题画的习惯，画作《山中何所有，岭上多
白云》一画的画题，便出自陶弘景《诏问山中何
所有赋诗以答》一诗的前两句。 除却打破自己早
年定下的不以古诗题画的规矩以外， 他还借助
于桃花园系列，深化了西北人文风土之美，并进
而与他自己奠基却又并不满意的长安画派划清
界限，进而复归艺术本体。

自 1961 年 10 月西安美协国画习作展在北

京展出，被美术界誉为长安画派伊始，长安画派
逐渐形成。 从而，结束了陕西乃至西北绘画几百
年来的沉寂和萧条，开创了中国画创作的新路。

追根溯源， 长安画派来源于丰厚的长安绘
画的历史积淀。 长安绘画启蒙于西汉壁画，到隋
唐五代涌现出如阎立本、展子文、李思训、韩熀、
韩干、李成，宋代的范宽等一批绘画名家，载入
了中国美术史。 北宋迁都开封，南宋东移临安，
原居长安的丹青妙手纷纷迁徙豫浙。 长安绘画
一落千丈，销声匿迹千余载。 近现代涌现出的长
安画派，是辉煌的长安绘画的历史延续。

长安画派的艺术贡献， 在于给传统人文绘
画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 证实了绘画在新时代
表现生活和直抒心灵的可能性， 以山水画为载
体表现了西北人的灵魂， 开拓了中国山水画新
的审美领域。 长安画派的代表性画家，是为谦谦
君子，和而不同，成就了个人不同的艺术风貌。

长安画派赵望云和石鲁，前者是奠基人，后
者是旗手，二人有一个接续的过程。

赵望云是从民国走来践行艺术大众化的平
民画家，早已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盛名。 石鲁从
延安到西安后，从版画创作再度转向中国画，他
坦言：受影响的第一个人便是赵望云。

赵望云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全国办了几十次
画展，申明要抛掉“四王”范式，将目光投向现实
生活。 他曾在《大公报》连载写生绘图，冯玉祥为
之配诗，社会影响很大。 石鲁是二十岁时，为了
绘画理想，逃婚从老家四川到了延安，在宝塔山
下生活了十个年头，普及革命美术。 延安使石鲁
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说：“我
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艺术家。 ”他是延安培养出
来的一位杰出艺术家， 红色历史融入了他的血
液之中。

二人惺惺相惜，其友谊深厚甚至刻骨铭心，
是凡夫俗子难以理解的。 1949 年 5 月西安解放
后, 由延安老解放区来的美术工作者与居住西
安的画家们一起，成立西北美术工作者委员会。
会上宣布了领导班子的组成， 赵望云为委员会
副主任。 石鲁当场提出了异议，他说：“我们这是
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主任应该由赵望云担任。 ”
石鲁对赵望云已有了研究， 对他的艺术成就非
常肯定。 石鲁多次给赵望云的册页题词，称赞赵
望云是一个大画家，他写诗道：

蒙蒙雨露下甘霖，山川无处不生春。
操管如生称大作，清坛无不敬先生。
赵望云非常敬重石鲁。 他是大画家，却带着

二儿子赵振川拜石鲁为师。 石鲁在赵望云去世
后，亲笔写了挽联。 当时他已重病在身，完全可
以让子女送去，但是他让女儿搀扶着，拄着拐杖
走了三四里，走一会儿就要蹲下来歇一会儿，亲
自赶到灵堂与挚友做最后的告别。

之前，1954 年 4 月 9 日《陕西日报》，发表了

石鲁、赵望云共同绘制的一幅画《双松并茂》。 这
幅作品，应是他俩友谊的实证。 可惜，这幅画因
世事变迁而失踪，不知藏匿在哪位收藏家手里。

长安画派的形成，也是青春力量的绽放。 他
们有六员主将，1961 年在北京集中亮相的时候
都很年轻，其中五十五岁的赵望云年龄最大，三
十八岁的方济众年龄最小。 正是这样一个充满
青春活力的团队，书写了一个美术传奇。

然而， 这六个人的艺术归宿与对长安画派
的认识，则不尽相同。

赵望云始终秉持长安画派直面现实生活的
理念，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到去世，一直坚持
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题。 尽管到了晚年重病在
身，笔下也在表现一种风骨，一种文人画的气韵，
寻找一种飘逸的文化精神。 似乎笔下更加写意，
也有了空灵的味道，但他的艺术追求始终不渝。

石鲁到了晚年，重新修改印度写生的绘画，
反复涂描了很多符号，观者似懂非懂。 所绘之画
没有一幅是精神病患者的涂鸦， 而是一个思维
健全人的创作。 石鲁说长安画派的艺术主张是
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这句话已经深入
人心。 他的笔墨发展得更深入更自如，是对历史
文化的反思，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概括，无论
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新性的突破。

何海霞在陕西三十年， 晚年回到北京画了
大量的巨幅作品。 他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对古
典美术的理解认识则更深入。 他晚年说，他画长
安画派的画不自由，就像一条无形的绳子绑着。
到了北京便浪漫起来，泼墨描彩，表现了对大地
山水的一种美好愿景。 正是长安画派的写生经
历，使他的画作跃上了一个独特的山水境地。

方济众所绘作品讲究笔墨， 晚年系列画作
《驼铃清风》，脱离了长安画派早期的风格，在色
彩和构图上寻找一种独创的美术语言。 康师尧
和李梓盛创作勤奋，坚守初衷，笔下没有出现大
的波澜。

黄胄、 徐庶之是赵望云的入室弟子。 黄胄
1950 年到兰州参军，因画作崭露头角到了北京，
成就斐然， 始终延续了长安画派反映现实生活
的思路。 徐庶之 1951 年到了新疆，始终反映的
是新疆人民的现实生活，晚年返回西安。 长安画
派对他们的影响极为深刻，师承脉络非常清晰。

长安画派的画家们在受到社会关注后，也
便会刻意地与长安画派兴盛时的笔墨拉开距
离，笔下或多或少都有变化，渴望形成自己的个
人风格，在美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受长安画派的影响， 成长起一大批杰出的
画家， 他们以宏大整齐的阵容在中国画坛频频
亮相，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使陕西成为国
画艺术的重地。 长安画派这一艺术现象的兴起、
形成和最后的归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显
得居功至伟。

长 安 画 派 风 云 录
和 谷

12 月 1 日，由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岚皋县人民政府、岚皋县委宣传部联合组织
开展的“交旅融合看岚皋暨乡村振兴”主题文学、
摄影、视频作品征集采风创作活动，在岚皋县巴山
珍稀植物园启动。

著名作家、市文联主席李春平，著名评论家、
安康学院教授戴承元，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
长尹正涛，安康日报社社长王建，市道路运输服务
中心主任袁朝庆等作家和岚皋县部分文艺工作者
参加采风活动，岚皋县相关领导陪同采风。

活动仪式上，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尹
正涛致辞并介绍，近年来，我市按照“完善机制、精
细养管 、城乡一体 、交旅融合 、助力振兴 ”工作思
路， 全力推进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 截至 2022 年
底， 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2.27 万公里， 实现
100%建制村通硬化路、通邮、通客车目标，农村公
路优良中等路率达到 80%；“十四五”以来累计完成
交通建设投资 158 亿元， 改建县乡公路 987 公里，
建成通村通组公路 1046 公里、 资源路产业路旅游
路 300 公里、 安防工程 3145 公里， 持续健全完善
“总路长+三级路长”管理体系和“一长三员、一长
四员”公路管养长效机制，农村公路治理和通行保
障能力全面提升，全市累计创建“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 1 个、省级示范县 8 个，创建比例达 80%，
位居全省前列。

特别是岚皋县委、县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交
通运输工作，举全县之力推进交通运输建、养、管、

运协调发展，县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提升，有力带
动了区域农业产业、文化旅游、乡村振兴事业蓬勃
发展，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和美岚皋”提供了
支撑保障。 岚皋县先后获评“四好农村路”省级示
范县、省级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样板县荣誉称号。

启动仪式结束后， 采风团成员一起参观了岚
皋县 “四好农村路 ”建设成果展 ，了解 “四好农村
路”省级示范县创建概况。 同时，还参观了岚皋县
物流园，了解园区主营板块、配套设施、管理团队、
业务经营等建设情况， 对一体化的电商快递协同
运营模式和企业运行管理情况进行了交流。

下午，采风团沿 G541 前往陕西省十大最美农
村路石门至懒哨台旅游公路、 石门镇横溪古镇采
风，并参观大河美丽乡村和“大河之尚”森林康养
村。

“这次主题采风活动是推进交旅融合、助力乡
村振兴的宣传推介载体，旨在通过活动开展，充分
发挥各位文化大咖们的博学才智， 进一步总结宣
传我市及岚皋县农村公路建设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的亮点做法。 ”袁朝庆说。

岚皋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欧阳周菲表示，本
次活动是对岚皋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肯定和激励， 对于进一步激
发全县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奋进的热情，提升岚皋
县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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