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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国立艺专毕业后到达一中从
事美术教育多年。当初离开达一中是因
为学校不再开办美术课了，我得知大竹
师范需要美术教师，毅然申请调到了大
竹。后来才得知，我刚走不到十分钟，
梅县长就叹息道：‘就这样把老李给放
走了？他要画画，达县就没地方可去了
吗？现在是勾也勾不回来了哟……勾，
就是抓回来不放的意思。”李植华老人
一边讲，还一边做解释。梅县长是当年
达县管文教的副县长梅吉庵，他是舍不
得李植华走呀！

李植华几十年坚守在达州美术教育
战线上，培养了如龙德辉（原四川美术
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蒲新成（湖
北美术学院教授）等一大批美术人才，
桃李满天下。据学生向才敏回忆：“记
得一次李植华老师上我们的美术鉴赏
课，他将石鲁的一幅中国画《古长城
外》展开来。只见画面上一个牧羊人正
在放牧，羊群突然奔跑起来，并回头眺
望……于是老师启发我们，虽然画中看
不到火车，但当你读到这幅画时，总会

产生火车来了的联想。这种艺术地处理
场景的手法，使我受用终身……”

“我在达一中执教时，同校教美术
的还有从日本留学回到家乡的周朴雄。
上世纪50年代，王君异在达师校执教、
周稷在大竹中学执教、胡子珑在开江中
学执教、冯宗祥在邻水中学执教，那时
的达州美术界真是群英荟萃……”李植
华老人提到的这几位老师，可是当时达
州美术界乃至中国画坛十分活跃的知名
艺术家。

王君异青年时师承国画大师王梦
白、齐白石，从国立北平美专毕业后，在
北平美术学院任教，一直从事美术教育
和艺术创作，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全国文
化名人，他与王石之并称北平“漫画二
王”，其国画与同一师承的王雪涛平分秋
色，并称为“画坛瑜亮”；周稷解放前就读
于上海美专，是峨眉画会发起人之一，
20年代中期创办四川美术专科学校并任
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美术教育60余
年；胡子珑早年就读于上海美专，毕业于
上海新华艺专，受教于刘海粟、吴昌硕、

潘天寿等艺术大师；冯宗祥40年代毕业
于四川美专，善长花鸟。几位老师学成
后，都先后回到了家乡，共同为早期达州
美术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
杏花村。”探访快结束的时候李植华老
人吟诵起诗来，大家见老人开心的样子
都会心地笑了。

据李植华家人介绍，近几年发生的
事他大多不记得了，但当一提到国立艺
专，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儿，他总会如
数家珍清晰地忆起来。

■人物档案

李植华1918年出生于达州市开江
县，毕业于国立艺专（现中央美术学
院），擅长水彩画，从事美术教育近40
年。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艺委会终身
荣誉会员、中原书画研究院艺术顾问兼
高级画师、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
艺术市场研究中心特邀画师。出版有
《李植华水彩画集》。

达州现代美术的先行者
——探访达州水彩画大家李植华

文/张全普

2014年4月，我在梳理达州近现代美术发展脉络时寻
找到一条重要线索，老一辈水彩画大家李植华老人仍健
在，而且就生活定居在大竹。我便委托他的学生、达州市
美术家协会顾问向才敏先生联系大竹画界的朋友，经多方
打听终于找到了老人的住所。于是，我们专程前往李植华
家中探访。

当我们敲开李植华的家门，老人的
儿媳就兴奋地大声喊起来：“爸爸、爸
爸，快出来，他们来了！”并向我们介
绍说：“昨天接到你们要来看望他的电
话，父亲抱出一本老照片一个劲地在上
面比划，嘴里还念着好些人的名字
……”说话间，老人被搀扶到客厅。

已是96岁高龄的老画家头上戴着雪
橇帽，手里还拿着一个放大镜，看上去
精神矍铄，落坐时与客人一一打过招
呼。向才敏上前坐下，老人抓住他的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在客厅沙发背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李

植华老人早期的水彩画，作品十分抢
眼，大家的话题一下集中到了这幅画
上。老人兴奋地站起来，“画中画的那
些事，你是见证人……”他指指向才
敏，于是师生俩开心地笑了。

李植华老人的水彩画非常耐读，其
笔法细腻，情景交融，从中可以读到他
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的好些事。

大家正交谈间，李植华的儿子李贤

可回来了。他捧着父亲早期创作的几幅
珍贵的作品照片，递给我：“每次只要
电视上播‘谷子里’酒广告，就会勾起
我父亲的回忆，他一次次地对我们讲，
开江的那条街还是他小时候玩耍时的模
样，真是一点没变……川渝国画名家胡
子珑当年在开江中学任美术教师时，父
亲受老师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一毕业，
就去重庆报考求学。学成回达县后，父
亲在达一中执教，直到1962年调大竹师
范教美术……”

“父亲总是一遍一遍地向我们讲述
他当年的那些事……”李贤可介绍说：
“上世纪30年代，父亲拿着婆婆给他的
70个银元，从达县东兴乡步行7天到重
庆求学。在重庆举目无亲，一天连吃带
住要花销一个银元，眼看带去的钱快花
光了，父亲选择了不缴学费和生活费的
国立劳作师范就读，后以全校第一名的
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抗战时期，
国立艺专迁至重庆，父亲放弃了国立劳
作师范优厚的待遇，报考了国立艺专，
从此踏上了他的艺术旅途。”

国立艺专全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是抗战时期中国最专业、档次最高的美
术学府。1938年由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

合并，1942年学校从浙江迁到重庆盘
溪，是今天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
院的前身。1944年，中国画大师潘天寿
任校长兼国画系主任。林风眠、陈之
佛、吴茀之、傅抱石、赵无极、李可染
等一大批在中国美术界响当当的人物，
都曾在国立艺专任过教。

李植华在国立艺专攻西画，这个时
期，留学法国回到祖国的几位教授都曾
教过他。从老师那里，李植华学到了欧
洲水彩画的真传。同期，学中国画的刘
伯骏也在国立艺专就读。

水彩画是个独立的画种，20世纪初
从欧洲传入中国，并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老一辈艺术家五六十年代都擅长画

水彩画。李植华的水彩画技法正统，手
法熟练，尤以静物和风景著称。《渠河
风光》、《明月江畔》、《清清河水引上
坡》、《大风铁厂》等等，这些创作于60
年代至90年代的水彩画，张张色彩明
快，刻画细微，给人宁静而深邃之感。
李植华从国立艺专毕业回到家乡达州
后，一直以大巴山为景，特别是对水彩
画应用水分的把控有了很高的造诣，用
笔严谨，刻画充分。作品先后参加中国
美术家协会在重庆举办的春季美展，在
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人才书
画作品展，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
联谊活动展等，获奖无数，创作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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