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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盛大开幕，万千

花卉和珍奇植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当人们还沉浸在

世园会满园春色的美景中时，美丽成都又迎来了荷花盛

开的季节。

鸟瞰成都，从市区的文化公园到新津高埂的万亩荷

塘，从新都桂湖公园到双流的“印象荷花”小镇，从天府

新区的“舞月荷花”到崇州桤泉的荷花公园，从都江堰的

大观荷塘到锦江区的三圣花乡，娇艳的荷花竞相开放，

碧水清波，绿叶红花，给蓉城带来一股清雅之风。人们

纷纷走进这些地方观赏荷花，拍照、录视频，一时间满屏

尽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给成都

和世园会增添了别样的风景。

荷花是最古老的花卉，也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一。

荷花凭借它艳丽的色彩、幽雅的风姿，早已成为美化生

活、陶冶情操的珍贵花卉，深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国

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

苏，隰与荷花”“彼泽之陂，有蒲有荷”；古乐府诗中也有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歌咏。古往今来，无数的

文人墨客更是不吝笔墨为荷花写诗、作文、绘画，杨万里

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小荷才露尖

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更是歌咏荷花的传世名句。在

近现代的艺术家中，张大千是画荷花最多、艺术造诣最

高的一位。

张大千本名张正权，又名张爰，1899年出生于四川

内江，是我国享有国际声誉的大画家。张大千青年时代

跟随二哥张善子学习绘画，后师从曾熙、李瑞清二位大

师学习书法、诗文，27岁第一次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

始在画坛崭露头角。特别是在1943年到敦煌临摹壁画

和其后游历印度与欧美，将东西方艺术兼收并蓄，其艺

术造诣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其独创的泼墨泼彩技法登

峰造极，一时无两，所画荷花更是无人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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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芙蓉图》作于1945年，画面色彩丰富、艳而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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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墨绘巨荷 中国荷花撼欧美1

张大千擅画荷花，无人能出其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大千
先后旅居欧美，深感西方艺术界
对东方绘画艺术的偏见。用什
么来证明中国绘画艺术的伟大
呢？张大千先生在巴西八德园
中思考了很久，荷花，就画荷
花。荷花在恶劣的环境中生长，
它的根长在淤泥之中，而荷叶和
花朵却是那么的洁净雅致，茎干
高耸于水面之上，花朵则傲然挺
立。这种坚韧和顽强的品质使
荷花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

为了画好这幅泼墨巨荷，张
大千先生构思了很久，也准备了
很久。他专门在八德园中修建了
一间二层楼的大画室，画室长20
米，宽 10 米，整个画室全部铺上
地毯，在地毯上铺上他珍藏的六
张大乾隆纸。这六张大纸每张宽
两米，长 3 米，并排拼成六连屏，
就成了 12 米宽，3 米高的巨幅。
据一直在现场观看张大千先生作
画并拍摄图片的摄影师王之一回
忆，动笔前几天，张大千先生每天
都要坐在湖边，静静地观看湖中
的荷花。有学生问大千先生，准
备工作都做好了，为什么还不动
笔呢？大千先生说，画荷花的形
容易，但要画出荷花那种出淤泥
而不染和顽强坚韧的精气神不容
易，我在等待心中那幅荷花出现。

开工那天，张大千用碗舀起

墨汁，平心静气地冥想一会，突然
将墨汁泼向宣纸，一碗又一碗，让
观看的人无不惊骇。然后又用他
那支如椽的大笔将这些墨团按心
中早已构思好的图案进行连接，
或浓或淡，渲染成形。待墨汁稍
干，再添上荷花茎干，点缀上一朵
朵荷花。如此反复几天，一幅旷
世巨作惊艳于世。

1961 年，巨型泼墨荷花六
连屏在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开
展，面对这幅出自中国艺术大
师张大千的《巨荷图》，参观者
无不感到震惊。整个巴黎都轰

动了，不，是整个欧洲都轰动
了。影响所及，欧洲各国和巴
西、美国等国博物馆纷纷向张
大千先生发出邀展函。这幅泼
墨荷花六连屏先后在巴西、美
国等地展出，中国荷花所到之
处无不引起轰动。最后在美国
展出时，被美国赫赫有名的《读
者文摘》老板华莱士以 14 万美
元重金收藏。

张大千笔下的荷花不但超越
了花卉艺术表现的属性，更是将
文人花卉的笔墨拓展到一个全新
的精神境地。

成都很早就有栽种荷花的历
史，据说在汉代成都就开始栽种
荷花，新都桂湖很早就是我国著
名的八大荷花观赏地，“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的胜景常常让大千
先生流连忘返。

这年六月，张大千应朋友柳
伯勤之邀，带着几个学生到青
城山下的大观荷塘赏荷，面对
满塘盛开的荷花，大千先生问
几个学生，荷花最突出的精神
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当然是
出 淤 泥 而 不 染 ，濯 清 涟 而 不
妖。大千又问，画荷花最难画
的是什么？学生们都自然想到
当然是画花朵。大千先生指着
塘中的荷花对几个学生说，许
多人认为荷花最难画的是花，
其实不然，最难画的是荷花的
茎干。画荷花的茎干必须一笔
成形，补笔就难以画出荷花茎
干的挺拔。中通外直，不枝不
蔓，方能撑起荷叶和荷花，显出

荷花傲然挺立、不折不弯的神
韵。学生们自然是心领神会，
老师说是在教学生画荷花，更
是教学生做人的道理。

大千先生常常以荷花自喻，
以荷花的精神丰富自己的内心世
界。他在一幅赠友人的荷花图上
题诗：“蜀国莲花五月开，蹁跹时
有蝶飞来。蒸霞烁日家家好，不
似长安幄下栽。”

大千先生的花卉作品中荷花
是数量最多的，数以千计，无论是
泼墨泼彩的鸿篇巨制还是尺幅工
笔小品，他都精心绘制，力求画出
荷花特有的气质和神韵。尤其是
他画的墨荷，艺术水平之高，同时
代的画家难以企及，人称“大千
荷”。张大千也因此被国画大师
徐悲鸿誉为“中国百年来画荷花
第一人”。

1949 年春，张大千精心绘
制了一幅《荷花图》赠送给毛泽
东主席。这幅《荷花图》长 132

厘米，宽 67 厘米，画面上两片卓
然而立的荷叶，在晨风的吹拂
下，傲然地随风舒展着筋骨，荷
叶疏影中高雅洁白的荷花悄然
绽放，仿佛正散发出阵阵荷花
的清香；花蕾灵动而鲜活，仿佛
预示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具
有一股强劲的蓬勃向上之势。
整个画面给人一种生机盎然、
万象一新、蒸蒸日上的美景与
意蕴，令人浮想联翩，回味无
穷。画的左上方题款：润之先
生法家雅正 己丑二月 大千
张爰。钤朱文印两方。

毛主席收到张大千赠送的
《荷花图》后视为至爱，将其挂在
中南海的菊香书房中。主席去世
后，这幅《荷花图》作为珍贵的艺
术纪念品珍藏在毛主席中南海故
居。

这幅《荷花图》收录在人民美
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
书画家赠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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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先生一生爱荷花，种荷花，赏
荷花，画荷花，除了欣赏荷花超凡脱俗
的美颜外，更看重它“出淤泥而不染”
的高贵品质。大千先生的写意荷花，
很多都运用夸张、变形的艺术形式来
表现荷花的精神内涵，已摆脱了“自然
再现”的约束，表现的是一种自我主观
精神的呈现。如他在北平寄居时，面
对侵华日军的威逼利诱，表现出来的
威武不屈的民族大义和洁身自好的中
国文人气节，正是他笔下“大千荷”的
精神境界。

1937 年 7 月 7 日，炮声震动了北
平卢沟桥，也震动了张大千在颐和园
听鹂馆的画案。偌大的中国大地上
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大千先
生的画案上又怎么能铺开一张平静
的宣纸呢？

更让大千先生糟心的是北平日伪
政权的汉奸和侵华日军对他不断地进
行威逼利诱，甚至将他“请”进了日军
驻北平司令部，让他出任伪职，许以北
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和北平艺专校长的
职位。当时，在北平乃至整个中国的

艺术圈子中，故宫博物院院长和北平
艺专校长的职位都是非常崇高和显赫
的，是许多艺术家终身追求的目标。
大千先生只要点一下头，这些名誉地
位和荣华富贵都是他的了。大千先生
在民族大义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
面对威逼利诱断然拒绝。

大千先生在颐和园居住时，画了
许多荷花图，日本人要在颐和园免费
为张大千举办画展。荷花在中国文人
的眼中被视为君子，大千先生常以荷
花自喻，君子岂能同流合污？张大千
先生不仅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为摆
脱日伪的纠缠，大千先生更是将家从
颐和园搬到北平府右街罗贤胡同 15
号一个僻静的住处，闭门不出。

1938 年 5 月，张大千先生在四哥
张文修、学生何海霞等的帮助下，逃离
了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回到四川。刚
到重庆，张大千就和二哥张善子一起
在重庆举办“怒吼吧，中国”的义卖画
展，为抗战筹集经费，为抗战摇旗呐
喊。义卖的画作中就有不少他在北平
时画的荷花图。

荷花除了被广泛种植于园林和景
观中，为人们提供了美丽的视觉享受
外，身上的许多高贵品质，也是大千先
生一生内心追求的境界。荷花除了文
化意义外，还有许多实际的应用价值，
荷花的花瓣、荷叶和根茎含有丰富的
药用成分，荷叶具有解热散瘀、排毒利
尿的功效，可以用于药物制造和保健
品生产，还可以用荷叶烹饪食品，取
其翠绿和清香，让食物的色、香、味更
加丰富。荷花的根茎，就是莲藕，更
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
煎、炒、拌、炖，皆为美食。荷花的种
子可以提取植物油，也具有相当的经
济价值。可以说，荷花自污泥而出，
一生无索取，而只有奉献。这些优秀
品质，在大千先生的身上也可以得到
印证。

1941 年，张大千干了一件令世人
震惊的大事，以一己之力到敦煌临摹
敦煌壁画。他没向政府申请一分钱费
用，用卖画所得自筹经费，带着几个学
生和夫人、子侄一起去甘肃敦煌。大
千先生一行克服了西北大漠气候恶
劣、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等重
重困难，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临摹了
276幅敦煌壁画，为发掘、研究、保护、
宣传敦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3 年，张大千先后在兰州、重
庆、成都等地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
画展”，在全国引起轰动，由此揭开了
敦煌艺术神秘的面纱，在全国掀起了
研究敦煌艺术的热潮。张大千先生临
摹的敦煌壁画也成为研究敦煌艺术的
宝贵资料和珍贵的文化遗产。新中国
成立后，张大千的夫人曾正蓉代表张

大千和全家，将这批价值连城的艺术
珍品全部捐献给国家，收藏在现在的
四川博物院。

国宝《韩熙载夜宴图》回归祖国是
张大千先生对国家作的又一贡献。
1945年，张大千在北平琉璃厂偶遇古
玩店老板马霁川，得知马老板要出售收
藏的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要
价500两黄金。这幅《韩熙载夜宴图》
在中国美术界和收藏界的地位可谓是
至尊无上，堪称国宝级文物。此画原深
藏皇宫之中，是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出
宫时偷运出去的。500两黄金可不是
一个小数目，酷爱古画的张大千当即用
准备买宅院的500两黄金买下这幅古
画。1952年，有外国收藏家和博物馆
听说张大千正在卖画筹钱，准备旅居南
美，便纷纷通过关系联系大千先生，愿
出高价收购《韩熙载夜宴图》。张大千
担心这幅《韩熙载夜宴图》一旦流落海
外，将很难回归，便通过好友徐伯郊，以
极低的价格将《韩熙载夜宴图》半卖半
送转让给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派
来香港收购文物的买家。同时出让的
还有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和元代方从
义的《武夷山放棹图》。

由于张大千先生的大义之举，国
宝《韩熙载夜宴图》得以完璧归藏北
京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
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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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荷要学荷 中通外直不折腰3

满塘芰荷香 绿盘擎出作奉献4

张大千独创的泼墨泼彩技法已臻登峰造极

张大千《百荷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