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物】
2023年2月17日/星期五/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 朱光宇/美编 郭子君/校对 李红雨 A11

壹

文
脉
走
访【开栏语】

惠州人杰地灵，文化

底蕴深厚，名家荟萃，孕

育了一大批享有盛誉的

画家，有驰名中外的李

星阁、“纵才不羁”李桂

馨 、“ 多 面 手 ”卢 振 寰 、

“平民画家”李长天……

这些“丹青圣手”德艺双

馨，享誉东江，是惠州艺

术 宝 库 中 的 一 颗 颗 明

珠，也是岭南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惠州丹青圣手”栏

目将聚焦惠州名画家的

生平，全方位展示艺术

大家的成就，挖掘、活化

丰富的艺术资源，助力

惠州文化强市建设。

本栏首期关注“平民

画家”李长天。他师承

李星阁，终生求索于笔

墨功夫，获奖无数。他

大量的优秀的作品丰富

了惠州历史文化遗产，

众多弟子成长为惠州画

坛的中坚力量，影响深

远……
（李海婵 黄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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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画家”李长天：
劫难沧桑雕笔墨雕笔墨 家风敢信是清贫是清贫

文/林水天 图/王小虎

李长天（1878—1970 年），
名峄桐，字长天，以字行，号半日
道人。其祖籍博罗汝湖（今属惠
城区）虾村，自幼居住惠州城，曾
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作为一名
职业国画家，擅山水人物花鸟。
七十岁前，李长天的山水画多绘
写山川妙韵，表现高士情怀和文
人意趣；晚年作品则多以惠州西
湖为主题，精心创作形态多样、
内涵丰富的《惠州西湖图》，在东
江流域颇具盛名。

惠州名画家黄澄钦：

李长天追求
“一塔糊涂”的

艺术境界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黄梓欣 通讯员 王小虎

李长天备受业内赞赏，其画作
风格、技巧有何独到之处？惠州著
名画家黄澄钦认为，李长天作画先
求气韵，以格法推之，用笔简易而
意全，巧密而精细，善取气格而笔
迹雄壮。

“现存元妙古观中的《西湖图》
是李长天的经典之作！”黄澄钦认
为，其巧妙地集中透视、压缩空间，
握管而潜万象，挥毫而扫千里，得心
应手地把湖山、屋宇、堤桥、小船、人
物尽收入画。观者如亲历其境，同
游于上：“从中可以看出画家的艺术
造诣已达到笔臻墨妙、炉火纯青的
高峰，至今仍未见有来者。”

《西湖图》除了艺术上的成
就，还有其超前的现实意义。黄
澄钦特别指出，画面上有的远处
屋宇虽比前面的大、桥上的人物
比桥面大、船上的人物比船大，但
却使整个画面很逼真，没有不和
谐感：“这就是西方艺术心理学所
谓‘视觉恒常性’的原理，我们的
老祖宗早就在运用了。”黄澄钦
说，在 20 世纪初，提倡“新学”成
为潮流，李长天没有盲目去否定
传统、坚持独立思考，在弘扬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看来，很有
现实意义。

土生土长的李长天，一辈子热
爱西湖、画西湖、写西湖。在他的
一幅西湖山水图提款中写道：“一
塔糊涂，涂来涂去涂西湖。”黄澄钦
认为，“糊涂”蕴含着无限禅机，是
最高的境界：“李长天长期生活在
惠州这一方土地，这对他的艺术生
涯似乎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又可以
看出他的态度是很严谨的，对艺术
的追求是执着的。他扬长避短、不
虚张声势，默默耕耘，热爱生活，故
能一生‘涂来涂去’追求‘一塔糊
涂’的最高艺术境界。”

如今，不少人将李星阁、李长
天两人放在一起对比。“不能比较
两者差异，只能说是一脉相承！”黄
澄钦认为，李长天全面继承了李星
阁的艺术观、笔墨技巧、认知方法、
文化修养，同时又独辟蹊径形成了
自己的艺术个性。可以说，李长天
是续承前人写生和观察能力，创造
了山水画的个人风挌。

民间遗留不少
李长天画作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黄梓欣 通讯员 王小虎

昔日李长天曾享誉东江流域，
如今他的遗迹何处寻？近日，记者
跟随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民间艺术家刘汉新的脚步，走
访了李长天在惠的遗迹。

在惠城区桥东街道和平直街，
沿着古朴的石板小巷往里走，两侧
的青砖灰瓦蕴藏着岁月的印记。

“从和平直街41号到白鹤峰后山，
是李星阁的故居，这也是李长天居
住了数十年的地方。”刘汉新介绍，
当年李星阁在此建了新居，李长天
随他居住，每日学习李星阁的笔法
技艺。“李星阁出洋后把画室及画
案、笔砚、印章等交李长天保管，从
那以后李长天始终把这些物品带
在身边，视若珍宝。”刘汉新说道。

“李星阁嘛！当然认识了！”在
当地住了40余年的老居民告诉记
者，李星阁的名号在当地仍然响当
当。“大家说这里居住过著名的大
画家。”谈及李星阁，当地居民言语
中透着骄傲。可惜的是，年轻人却
鲜少知道李星阁、李长天这两大惠
州名家了。

距离故居不到百米的惠新西
街 52 号，是李长天的纸扎店。记
者看到，两层高的临街铺面由石砖
砌成，墙面斑驳长满青苔，墙上挂
着“惠州市历史建筑”的牌匾。刘
汉新告诉记者：“从明代到民国时
期，附近都是很旺的商业街，熙熙
攘攘，汇聚了各行各业的商贩。”如
今李长天的纸扎店早已易主，这段
故事也将掩埋在历史烟尘之中。

记者走访获悉，李长天赠画多
于卖画，虽离世多年，但民间还流
传着不少画作。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元妙古观道士从李长天家人的
手中获得四幅画作，有《西湖图》
《老马离鞍国太平》等，至今藏在古
观内，保存完好。在黄氏书室中，
也还存放着李星阁、李长天的画
案，这是李长天的曾外孙林水天捐
献的。据惠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钟
雪平介绍，目前馆藏有《松鹤遐龄》
《池养右军鹅》（题图右）《葛仙翁
吐饭成蜂》（题图中）三幅画作，民
间收藏有不同时期绘就的《惠阳西
湖风景》图。

1938 年，李长天年过半百。
这时国难当头，李长天对国民政
府的抗日态度极之失望，作画铭
志。他画了一幅《陈圆圆小像》，
题诗四首讽劝当局，其中一首写
道：“将军无力奈谁何？应笑徒劳
起怒波。若使项王如后辈，虞姬
不唱帐中歌。”

两年后，年届花甲的李长天
正式入西湖元妙观为道士。他避
世但并没有忘世，更没有放弃手
中的画笔。在元妙观，他半天绘
画，半天到学校上课，故自号“半
日道人”。虽说是“半日道人”，其
实并未能“不为物累”远离尘俗。
面对着干戈扰攘、民生凋敝的社
会现实，他常借杯中物消愁解忧，

在酣醉之中挥毫写画：“秋来木叶
多摇落，日暮寒鸦不肯栖。道人
醉酒淋滴墨，半是巫山半是云。”

据李长天的女儿李巧儿回
忆，在日寇侵占惠州时期，元妙观
被日寇毁损，道众星散，李长天不
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照管观
产，维护元妙观。观在惠州府城
外下廊，进出城时要经北门（朝京
门），因不肯给守门的日本兵鞠
躬，李长天曾遭日军用刺刀对胸
口连刺三下，逼迫弯身躲避，幸仅
划破长衫而不致丧命，情形惊险
万分！在李长天所绘赠霞村李氏
祖祠堂花鸟四条屏上，盖有一方

“元妙古观主持”印章，就是为纪
念这段特殊日子而刻的。

处在时代巨变的节点，李长
天从未变的是浓厚的爱国情怀。
抗日战争胜利，李长天心潮澎湃
地挥写了《醒狮图》，寓意国人扬
眉吐气的精神面貌；新中国成立
后不久，参加了多次政协和人大
会议的李长天喜悦、自豪地称自
己是“四次代表，五朝元老”；朝鲜
战争爆发后，李长天再次挥写《醒
狮擒猛虎》图，题“醒狮擒猛虎、除
害保和平”，展现不甘屈辱，同仇
敌忾的民族气节……

1970 年 3月 12日，李长天病
逝，享年92岁，后事一切从简。“劫
难沧桑雕笔墨，家风敢信是清贫”，
他的一生，对自己、对亲朋、对西
湖、对社会，可谓均是于心无愧。

然而，命运弄人，世事难料。
李长天因给儿子治病致贫，且中
年丧子，生活困难。为了生计，他
在茶楼接单写画，按价收费，但市
面萧条，常常入不敷出。为解燃
眉之急，李长天只好把人物画的
技能用于画“行乐图”，为逝者“写
真容”，因此练就了高超的人物画
功夫，不但写真，且可传神，可谓
形神兼备，栩栩如生，雅俗共赏。
在用照相做“遗容相”还未普及的
当时，李长天是惠州此道中的“顶
尖高手”，很有市场。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李长
天将目光投向身边的民风民俗和
平民的喜怒哀乐，并以此为题材，
应物象形，创作了许多反映惠州
古城生活的“风俗画”，如“卖豆
花”“糊灯笼”“饮早茶”等，体现了
平民画家的乡土情怀。

贫苦多年，李长天终于时来
运转。1956 年，在经时任广东省
文史馆副馆长张友仁的推荐，李
长天获聘为省文史馆馆员，迎来
了重要的人生转折。这位年近八
十的老人从自己的际遇联想到历
史上著名的姜太公遇文王故事，
欣然作《白头钓翁图》，题诗云：

“八十年来拙老翁，天涯海角效姜
公。一朝际遇风云会，钓得金鳌
变化龙。”

因省文史馆每月发补助费和
供给生活必需品，李长天终于可
以将全部的精力放在自己所热爱
的绘画事业上，创作热情空前高
涨，精力丝毫不输于年轻人。他
继续沿着临摹传统道路前行，化
古出新，恣意挥写，“下笔便有凹
凸之形”，佳作迭出，进入人生的
创作高峰期。现今存世的李长天

作品，大多作于这一时期。
那时的李长天在桥东南昌路

一处老式民房居住，楼阁的画室
矮小狭窄，环境简陋，白天画画都
要点“火水灯”（煤油灯）。炎热天
时，他只穿一条牛头短裤，赤膊，
着木屐，汗流浃背。在如此艰苦
的环境下，他也从未停止绘画。

在此期间，李长天画了直幅
《锦绣湖山图》(题图左)。他经常
自我调侃说：“糊涂糊涂又糊涂，
涂来涂去画西湖。”现在其流传下
来的《惠州西湖图》中，有六尺、五
尺、四尺横幅及大小斗方等，多是
精心绘写的力作，构图笔法墨法
都有所变化，无论平远、高远、深
远，浑厚完整，既有宋人画的大
气，又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惠州
乃至省港两地影响颇大，被称为

“西湖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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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天家境贫寒，幼年失怙，
年纪稍长便毅然挑起养家重担。
在扎灯笼、糊灵屋时，他顺手就会
画上各式图案和花卉人物等，对
山水人物花鸟的勾画涂色兴趣日
浓。

李长天走上艺术道路，与著
名画家李星阁的启蒙和帮教分不
开。李长天自小就在伯父李星阁
的言传身教下，对诗书画艺渐有
心得，逐步熟习了李星阁用笔蘸
墨绘写花鸟的技巧，为日后的绘
画事业打下扎实基础。

1900年，22岁的李长天开始
在画坛独立打拼。他经营着一家
纸扎店，除承接扎灯笼、糊灵屋
外，还展售自己临摹的中堂、条
屏、横幅等各式花鸟鱼虫画，“花
鸟画家”的名声逐渐在两城八乡
传开。不过，李长天此时在艺术
上还处于模仿李星阁的阶段，以

花鸟画为主，多工笔而少写意。
民国元年，33 岁的李长天弃

商从教，在多所学校担任美术教
员。这时，他已吸收李星阁的画
艺优长，融入自己心得，花鸟画功
夫渐臻老到，笔简意全，墨淡韵
高，颇有“青出于蓝”之势。他想
方设法寻找宋、元、明等历代山水
大家的画册，临摹揣摩，学习以水
墨为主体、重墨气墨韵、“水晕墨
章”“如兼五彩”的水墨画技巧，兼
取黄筌、徐煦两家的“富贵”气象
和“野逸”意趣，追求有笔有墨、气
象高古的画风。

荣获省级奖项，走出惠州，是
李长天弃商从教之后的又一人生
节点。1922年，广东省举办“第一
届全省美术展”，李长天的《百鹑
图》受高剑父、高奇峰等人好评，
荣获一等奖。名流沈少阑特为之
题图，称李长天得李星阁“亲承指

授，趋步竹林”，“所绘《百旬图》，
布置得宜，百鹑百式，无一雷同。
合观全绘，佳构美不胜……堪为
全场放一异彩也”。时任省长的
陈炯明即以四百大洋重金收藏，
并邀其入幕。

据李长天自述：陈炯明对他
很 信 任 ，要 他 穿 上 军 装 做“ 记
室”，掌管陈的私人印鉴。虽一
个月后就请辞了，但在这期间，
因陈炯明的介绍，李长天得与省
城文化名流，特别是岭南画派的
同行相识酬酢，交流画艺，探究
国画的新方向、新技法。他见识
日广，胸襟渐开，境界自宽，山水
画大开大合的磅礴气象已露端
倪。人物画则受清代画家改琦
仕女画和任伯年、吴昌硕的影
响，骨中见韵，有善取气格、设色
华丽的海派风味，技巧日臻精
湛，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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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元妙古观的《西湖图》，现保存完好

李长天曾经营的纸扎店，现已易主

李
长
天
经
典
作
品
《
锦
绣
湖
山
图
》

林
水
天
供
图

惠州画家黄澄钦所作的“李长天饮茶”图

六十岁的李长天 林水天供图

黄澄钦描绘的李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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