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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山人华自主要事迹考

华敦五

新罗山人华由是我们上杭人民的儿子，生活在清康雍乾年间

的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他出身贫寒，自学成材，艺术成就享誉

中外。他用心灵去感悟自然、感悟人生，把感悟到的用画、诗、书表

现出来，给人留下雄浑、悲壮、秀丽、淡泊……等各式各样的美，使

人受到启迪得到升华。他的家乡福建上杭县为他雕了一座高大的

石雕像，他的生长地华家亭为他建立了一个"华自亭"，以纪念这

位画、诗、书三绝的艺术家。由于人们对他的热爱，艺术史家、专

家、学者在研究他、发掘他。现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及华由家乡的

传说整理成此文，让读者用较短的时间能对这位艺术家有一定深

度和广度的了解。

一、生、卒

华岳的生年有三种说法， (宋元明清画家年表〉、〈辞海〉等认

为华自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0 (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中国

美术年表〉、〈鉴赏新罗山人作品的感受〉、民国〈上杭县志〉等，认为

华自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日本人川上泾认为华自生于康

熙二十二年(1683)。中央美院薛永年教授，经过综合考证，华岳

应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他的证据是华岳真迹的题款。镇

江博物馆所藏〈听松图)，款署"丙子夏六月为端五师五十寿诗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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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正，新罗山人时年七十有五"。故宫博物院所藏〈海棠禽兔图〉亦

款署"丙子春正月新罗山人呵冻写时年七十有五"。以乾隆丙子年

(乾隆二十一年 1756)七十五岁上推，正说明华自生于康熙二十一

年(1682)。此外，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天山积雪图}，款署"乙亥春

新罗山人写于讲声书舍时年七十有四"。还有一件〈种竹图〉亦款

署"乙亥冬日摘陶渊明句为图新罗山人时年七十有四。"根据以上

作品作于乙亥年时年七十有四上推，华由也应生于康熙二十一年

(1682) 。

左海(邓拓)所撰〈鉴赏新罗山人作品的感受〉一文中说华岳

生于公元 1684 年即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应该说华岳生于

1682 年即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初七日。

华茵的卒年也有不同说法， (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说华击活

到八十一岁。贺天健在〈华秋岳绘画风格理法的评述〉中，说华自

寿至七十八岁。日本人川上泾说华自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 。

根据薛永年、徐邦达二位学者的意见华岳应卒于乾隆二十一

年(1756)。其依据是华面的学生张四教追画〈新罗山人像〉中的

题款，张四教与华自交情很深，亦师亦友，这幅海画像现存天津艺

术博物馆，其上有很长的题记，说明他与华由相识过程，感情真

挚。在新罗山人像五字之下题"乾隆丁亥秋七月，扬州张四教追

仿，计不见先生十二年矣。"查乾隆丁亥年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 ，

上推十二年正是乾隆二十一年。由于张四教与华白的交往并非

泛泛之交，所以他的记载是不会有错的。至于卒的日期无文字记

载，但可推测是冬天，有华自最后作的一首诗可佐证"新罗小老

七十五，僵坐雪窗烘冻笔。画成小鸟不知名，色卢忽从空里出。"在

逝世前，能画出这么好的画，说明他身体健康状况不错。可能是生

活条件太差，室内温度太低，导致疾病所终，享年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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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家出走及宗祠壁画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及北京市委书记等党内高级职

务的邓拓同志对华由怀着崇敬的心情，收集大量资料，旁征博引

写出了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鉴赏新罗山人作品的感受)，以"左

海"的笔名发表于〈美术〉杂志 1961 年第一期。他是解放后最早研

究华面的专家学者之一。他公务那么繁忙，仍挤出时间来研究华

岩，笔者认为他们都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酷爱艺术，不断追求，这

种心灵相通而为之。邓拓同志对华的的离家出走及宗祠壁画在

他的文章中作了详细的叙述华岳父亲四卡多岁死于荆疾

华自幼年读过‘蒙馆后来失学，到造纸坊当了一名滑头小徒工。

但是，他却非常爱绘画，爱写字，后来也爱吟诗。许多人找他画人

物故事，画花鸟和山水，他没有不会的。他还给土地庙、龙王庙面

壁画。子工工人和农民们看见他的画都喜欢，地主老板看见他的

画就不高兴。康熙四十二年(1703)重修华氏宗祠的时候，人们主

张叫华自给祠堂正厅画四幅壁画，地主老板却一口反对。群众愤

'防不之 5 华面更郁郁不乐。他终于决定要离开家乡，走司天下，从

事他的艺术创作。

他不甘心默默地走出。在临走的头一天夜晚，他收拾好行李，

乘着月色飞步下山，翻墙进了祠堂，找到一个梯子，左手举着火把，

右手挥动画笔，爬在梯子上画出了四幅惊人的大壁画:可高山云

鹤〉、〈水国浮牛〉、〈青松悬崖上〈倚马题诗〉。画刚完，天就亮了，这

个十九岁(应该是二十一岁)的青年画家就踏上了茫茫的征途，永

远离开了他的家乡。"读后使人感到悲壮。

华面这么年轻，画艺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邓文没有交

代，现根据华自故乡华家亭的老一辈较合情理的传说作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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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面的三叔丁五因家贫早已到浙江学习造纸，华由父亲病故时，

他返乡了解嫂嫂的垃况。看到嫂嫂→人抚育三个年幼的孩子，生

活十分艰难，他向搜嫂提出，把华由带到浙江去当造纸作坊的学

徒，赚碗饭吃。华拙的阵亲满口答应。从此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孩

子就离开了家乡。

华自从小天资聪慧过人，生性喜爱画画，写字。经常拾些纸

坊丢的废纸作画，渐谙画技，有一天，他拾了一些木炭，在纸作坊门

外石灰粉的墙壁上画了一只牛，适逢两位画师路过此地，看着画的

牛评论说牛是画的不错，但肚子画得过大了。"当时华面正站在

旁边。待画师离去后，他立即在牛的肚旁画上一棵松树，使牛作擦

痒状，这样就克服了牛的肚过大的毛病。当画师返回时，重见此

画，十分赞赏，明白了去时其牛肚画得过大，乃未画完之故。即进

入纸作坊询问坊主门前墙上的牛是谁所画?"坊主指着华自说:

"就是这个小孩。"画师得知此牛是孩子所画，更感惊异，认为这孩

子画画有天才，很有培养前途。便征得坊主和华面的叔叔及华由

本人同意，带他去学画，在学画数年中，华岳勤学苦练，画技、书法

和文学知识都大有长进， 1699 年华自十七岁就开始为人民群众画

，些吉祥画，同时也为当地土地庙、龙王庙的墙建士画些壁画。康熙

四十一年(1702)冬华面返乡探亲，在家住了半年多时间经常为贫

苦农民作画，因此在重修华民宗祠时，人民群众会主张叫华白为

宗祠主壁作画这一历史才f实。

←华面作画的华氏宗祠，位于上杭华家亭凹背大屋坪，为华民

十二W:祖祖政公所建，方位座东朝凹，又称"寅山祠"或"上屋祠"。

一墙之隔又有一座华民宗祠称"甲山可"或"下屋祠"。传说华白

的家住在"凹头乾"与寅山祠相隔只有百米之遥，这为华自夜间前

去作画提供了有利条件。

寅山祠华面的四幅壁画，笔者儿时曾经常前往观看，只有〈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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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题诗〉还清晰可见，其他三幅已模糊不清。〈倚马题诗〉中的马有

一石头砸的凹痕。村中老人传说，有人在柯堂门前晒稻谷，看见有

一马在吃稻谷，经人追赶，马便跑入祠堂，此人进入祠堂后，到处寻

找，未见有马，只见墙上华岱画的马。一气之下，用石击之成形一

凹坑。

另外据传说，华白面完正厅的四幅壁画后又在侧面厢房壁上

画了一幅〈老人担角图)，画面上一个老头挑着一·担牛角，沿着一条

很陡的山岭，往上行走，伸着舌头，十分艰难。华自在上面题了一

首诗画者不知不觉，看者仔细斟酌。少时不勤不俭，恐怕老来担

角。"由此可见华由年轻时就悟出了做人必须勤奋的道理。

对寅山祠的壁画，历来都有评说，现摘抄清末罗嘉杰为〈离垢

集〉写的序言上杭华氏祠堂里壁，至今理迹犹存，盖山人所作也。

可想见当时振臂一挥，横扫千军气慨，……"及湖南常德名士陈世

霖为〈离垢集〉题的诗诗句精工画亦工，人问珍重碧纱笼。何如

柯壁留千古，奕奕英尤透琦拢。"末尾还有一段注解，说"山人堕迹

多为巨室珍藏，唯祠堂题壁人得见之，至今百年不坏。"

三、婚配

华自离家出走，来到浙江，第二年来到杭州，结识了当地名士

徐逢吉，徐逢吉比华自大二十七岁，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他深爱华

茵的天才。通过他结识了许多杭州的有识之士。他的老丈人蒋

云樵就是其中之一。蒋云樵有一弟弟称蒋雪樵，在〈离垢集〉中有

赠雪樵诗多首，华自称蒋雪樵为叔丈，可见蒋家是个读书人家，蒋

云樵是爱才重才的人，所以把女儿蒋蜘许配给华面，于 1709 年结

婚，华苗时年二十八岁。

华岳父亲早逝，母亲又不在身边，婚事只能由老丈人蒋云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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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办。

婚后，夫妻感管甚笃，华面曾用"眉纤淡扫，发密匀钩。华冠

端莹，左右全谬。再雨珠烟沃凤头，阑珊恰带约春愁。"等诗句来

描述蒋如的美丽。但天有不测风云，婚后八年，蒋研便一病玉颜

摧。

据薛永年教授考证，蒋如f病逝於 1717 年，华自才三十六岁。

蒋研病故，华自十分悲锄，他曾用"幽轩之下，清泪纷纷。肯将遗

枕为卿梦，肯将~鸭为卿熏。天长地久情还在，不许鸳鸯有断

群。"等诗句来表达当时的心情。在〈离垢集〉中还留有对蒋研的悼

亡诗。

蒋所病故后，其妹蒋嫂又嫁给华面，可见华面的人格魅力。

婚后感情也很好。 1747 年华自六十六岁，蒋捷染疾，于三月二十

一日病故。在蒋捷生病期间，华自还请可能是当时的名医朱南庐

医治。由于感激之情，华自还赠朱南庐先生诗一首。诗内注曰:

"丁卵春，先室染疾，蒙先生枉驾过视，深可感也。"

蒋捷去世后，华自一直思念着她，有一首〈春愁〉的诗充分反

映了他这种心情，现抄录如下半幅罗余不肯温，一灯常自对黄

昏。萦莺去后从王乙，、嗲苦，春雨潇潇独4掩奄非l门丁。"妻子走后，希望能梦中

相见， {I但电没有，晚上孤灯挑尽末成眠，白天闭门静坐在家中，思念之

情，跃然纸上。

蒋捷去世后第二年(1748)华面画了一幅〈桃花鸳鸯图}，收藏

于南京博物院，笔者在南京上学时，因南京航空学院离南京博物院

很近，曾几次前去看过，笔者认为也是思念蒋捷，触景伤情而作，在

春水初涨的池塘里，有一对含情脉脉的鸳鸯鸟，一只在水中，一只

在小汀上，互相关注对方，左上角一枝美丽的桃花，倾斜地倒垂下

来，右上角题了一首诗春水初生涨碧池， 1)，各流何以散相思。含情

欲问鸳鸯鸟，漫对桃花题此诗。"他对妻子的相思之情，始终无法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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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从另一事实，也可看出华面对爱情的专一。华自从四十三岁

到七十二岁之间，常住在扬州，因为当时扬州经济较发达，有大批

商人汇集于此地，一些儒商喜欢收藏字、画。华面一生靠卖画维

持生计，在扬州能得较好的收益。华自在这段时间和妻子长期两

地分居，甚至过春节都不能回家。在"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

教吹萧"的扬州，美女如云，他竟能目不斜视，专心读书、作画。真

正做到洁身自好，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四、交游

人们常说泛泛之交易得，一生知已难求。""人生得一知已足

矣。"华面则不然，根据赖元冲先生考证，和华面有人际交往和文

字因缘的师友有七十三人，其中包括文人、画家、和尚、道士、商人、

医生、学生。他们之间往来都是诗歌唱和，寻章觅句，切磋画艺。

这种意趣相投的朋友，都能终生不渝，对自己的成就，十分有益，现

择要者作一介绍。

徐逢吉，杭州人，穹紫山，少能诗，诗格高逸，远邀四方。晚年

归隐西湖。暇即吟小诗，客至便雄谈，上下古今，娓娓不倦。华自

二十一岁离家出走后，二十二岁便结识了他，一见如故。徐逢吉对

这位年轻人的才华十分赞赏。他还留下这样的文字华君秋岳，

天才惊挺。壮年苦读书，句多奇拔，近益好学，长歌短吟，无不入

妙。"华面也深感这位老人是忘年知已，他也曾说仆与先生交游

三十余年，每见拙稿，击节叫奇，咀赏移时，可谓知巳者矣! "在华岩

诗集〈离垢集〉中有关徐逢吉的诗很多。徐逢吉逝世时，还写挽诗

一首。自注曰先生善养道，寿近九十，无疾而终。"华茵的诗风

受其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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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果堂， 1724 年华自四十三岁到扬州作画卖画，四卡九岁时

与员果堂结识。据赖元冲先生分析，员果堂可能是商人的后代，经

济条件较好，自己喜读书，摹帖，性爱花木，凡叶叶枝枝，不无亲为

拂拭。可知他是一位淡?自名利而热爱大自然的人。因此他们之间

爱好相投成为知交。员果堂为华自提供了环境很好的"渊雅堂"

作诗作画。从此，华茵到扬州，便住在这里，员果堂有一子一女，

华面也可能辅导他孩子学习。所以员果堂女儿能诗善写竹，儿子

学习也很好，有神童之称。另外员果堂在扬州有很多兄弟，他自己

是员九，还有一个弟弟员获亭称员十二，可见有很多人能帮他，华

茵的画有些是通过他兄弟销售出去。这对华面的帮助很大。有

好几个春节都是在员氏家中过的。华由五十岁那寸年除夕夜，员

果堂怕华自想家，就和华自一起饮茶赋诗，并拿出青铜三百文给

他作压岁钱。由此可见员氏对华茵的关心是细致入微的。华苗

在他的除夕诗中也这样说十年交有道，此夕感分金。"由于交情

这样深，在〈离垢集〉中华自与员果堂赠答的诗多至十余首。还有

一件感人的事，就是华面五十一岁那一年，回家过春节，过长江时

狂风大作，又是严冬、冒寒得疾，回到家，卧床三个多月都起不来，

自己认为没有生的希望了，便写信给员果堂，以妻率相托，词意悲

恻，惨不成文。过一个月，身体又慢慢好转。华岳把这一情节，在

〈离垢集〉中作了详细记载。乾隆八年(1743)华自六十二岁，员果

堂辞世。华面悲铀不已，作了一首很长的挽诗，以悼念这位好友，

过一个月又到员果堂墓前凭吊。悲感交集作七律一首，诗中道:

"一坯黄土依林荐，六十衰翁礼故人。挥涕感今哭巳痛， 11每风念昔

意何中。松门积绿阴恒闷，石喝题未色木陈。肆目离离霜草汁，夕

阳如悼冷山春。"员果堂逝世后，华自来扬州，仍住在"渊雅堂"。

华自七十二岁那年夏天，还在"渊雅堂"作了一幅〈松鹤图〉现藏故

宫博物院。由此可见，华岳和其子、女相交也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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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瓢谷、张四教父子，张瓢谷陕西人，到扬州经商，可能也是字

画爱好者。华茵到扬州第一年便和他认识，一见便如旧相识。华

面回杭州时，张瓢谷路过杭州，还专门前去拜访华苗，两人一谈就

是一天，足见其交情之深。张四教十六岁时，家迁到城北与"渊雅

堂"比邻。张四教前去拜见华面。华白发现张四教的诗中有"晚

日悬渔网，秋风络豆花"之句，很有画意，便叫张四教作一幅画给他

看。华茵看完张四教的画便说"异哉!子于六法有宿悟然。"便

收他为弟子。告诉他"读书以博其识，修己以端其品张四教终生

不敢忘。华自一生只收这一弟子。华苗在扬州患病时，张四教时

时前去探视。张四教也得到华面的真传。在〈画人遗补〉一书中

称张四教本名源，宇宣传，号石民，陕西人，寄籍维扬。工仕女、

山水、花鸟。得华秋岳指授，往往乱真。"华面去世后，张四教一直

念念不忘这位恩师。相隔十二年，他追画了一幅华自像，画的题

记中作了长篇叙述。阅后感人肺腑，现摘其中一段……先生时

惠尺书，或作诗寄教， f卷惜之意，无日忘之;曾几何时，而先生竟仙

去矣。壁上烟云犹湿，萄中翰墨仍新，惟有道之容，杳无复睛。教

潦倒平生，迄无成就，负先生期许者尤甚。因仿佛平生，迫成此像，

黑万必求诸梦魂，得以亲之椅墨。画成，距先生殖对亏逾一纪，而

先君弃不肖亦三年矣，不禁涕泪横流也。"由此可见，他们师生之间

的深情厚谊。

马曰蛮、马曰璐兄弟，江苏江都人，寄籍扬州，兄弟二人善诗，

闻名于扬州。时称"扬州二马"。不愿做官，推荐他们考"博学鸿

词"都不去。喜读书，好结客。家有藏书楼，藏书甲东南。其因亭

取名为"小玲珑山馆四方名士常来此相聚。又结诗社，饮?因赋

诗，乐在其中。华苗在扬州时常来此，是马氏兄弟的座上客。马

曰璐五十岁生日时，华茵赋诗一首，诗云由筑纷珑馆，萝碎绿纷

披。孝友敦昆弟，班白款殷依。……荣爵靡足好，欢乐诚如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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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羡慕小玲珑山馆的环境，绿化得那么好，羡慕马氏兄弟的为人，

兄弟和睦、善待朋友，不好荣爵。说明他们是意趣相投的。

华岳和扬州八怪中的多数人都有交往，华自主笔画的一幅

〈相华庵集胜图轴〉题记就可以印证，题记云"乾隆丙寅(乾隆十一

年 1746)秋九，同人集程子梦飞桐华庵斋中，清话之余，野鸟相逢，

秋色争如。得此佳趣，爱对景书之，时颜吏补石，许大写菊。梦飞

曰，此幅似未毕乃事也，得板桥墨竹则可矣。俄顷，童子报曰，郑先

生来也。相见拇让，更写竹数个。新罗山人华缸"。棱边有圭申

陈撰、圭申金农、陈章、高翔等六人题诗。此画由香港玉南屏收藏。

见微而知著，其他就不一一细说了。华白为什么能交到那么

多有学问的朋友，除了他与人为善外，主要是他有才华、有本事、有

道德。得到别人仰慕和敬重。

五、品性

华家亭这个小山村，当时的教育、文化都十分落后。华氏族谱

记载，华自以前没有一人考取过功名。一般的教育都得不到，那

7骂人会教他绘画。他学画纯悴是天生的爱好。从小看到什么画什

么。到浙江后，被画家发现，经画家指教，进步便一日千里，不久便

能靠画画谋生。

他志存高远、意志坚韧。他在题悻南回画册的诗中说笔尖

刷却世间尘，能使江山面目新。我亦低头经意匠，烟盒先后以同

春"。这首诗说明华面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唰却世间尘"而使"江

山面目新。"这种抱负多么令人钦佩!他还回忆说少年好骑射，

意气自飞扬。川忆昔当年血性豪，学书学剑云可恃。"可见年轻时的

华岳多么英姿。学文、学武，充满着理想。

意志坚韧，在华自一生中也表现很突出，他三十六岁左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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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扩大自己的视野、便遍游祖国名山大川，如登过五岳、到过

内蒙，经过黄河、长江。当时他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仅靠十几年卖

画谋生的积蓄。那时他的画，名气不大，在北京时，曾作画送一豪

门，豪门主人看不起他，但怜其贫，即将所赠的画包了一些碎银送

给他，这对华由是莫大的耻辱。他写下了这样痛心的诗句"何处

抛悲好?穿庭复绕廓。点西经夜月，南北望高堂。有6ft含肯泪，元

山望故乡。纷纷头上雁，联络自成行。"但他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

志。继续他的旅游行程。晚年回顾他这段经历，七十四岁时，他画

了一幅〈天山积雪图}，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笔者曾亲眼见过，画面

有两座覆盖白雪的山峰，高耸入云。天上阴云密布，一只孤雁在阴

云下飞翔，山脚下一位少数民族老者，披着一件红色披风，牵着一

头骆驼。人和骆驼都仰着头，望着天空，步履十分艰辛。使人感到

人生历程多么艰难，但必须前进。

儒家经典〈中庸篇〉中有这样一句话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

性。"用臼话说，只有天下极端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

华茵的性格应验应了这句话。他对画、诗、书的爱好，做到了极端

的真诚。贫贱、富贵均不能移其志。贫贱时，他靠卖画为生，专心

作画，无话可说，但主华面三十六岁那年，北上内蒙，路过道口时、

他的才华被一位姓金的官员发现，向朝廷举荐，康熙皇帝恃旨召

试，列为优等，授县7R职。他家乡华家亭还有一传说，当时宫里有

一王爷，身患残疾，头是歪的，眼睛一大一小。请华白为其画像。

华自根据其特征，画了一张他正在挖耳朵的像。这样残疾变为正

常的举动。王爷十分高兴，大加赞赏，称他为"画王"。此时应是华

自步入仕途的极大机遇。若进入仕途，他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一定

要比卖画为生优越得多。但华面对此不屑一顾，立即取道回杭

州，和他的朋友们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从事他热爱的艺术事业。他

这种对艺术的极端真诚，使其艺术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薛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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