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苦禅大师常对李春造说， 家乡是生养自己的
地方，一辈子也不能忘啊！ 李苦禅的老家山东济南、
高唐，相继建起李苦禅纪念馆和李苦禅艺术馆。 1986
年，苦老的夫人李慧文女士代表全家，将李苦禅先生
遗作精品３００余件与文物字画珍藏品数十件无偿捐
献给国家。 如今，年逾古稀的李春造也追随恩师，意
欲回报家乡父老。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2009年5
月31日， 李春造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巨鹿县西郭城
村，一进村，就被少年时的乡邻伙伴认出来了。 乡亲
们连颠带跑地赶来看他，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决心
回到家乡，用画笔回报家乡父老。2010年12月、2011年
4月，李春造在巨鹿县、邢台市相继举办了个人画展。
2011年9月10日，李春造给邢台市委、市政府写了一封
信，在信中说出了“回报打算”：一是办个美术沙龙，
跟邢台市书画界同仁切磋技艺，提高邢台的知名度；
二是免费给邢台学院、邢台职业学院、市一中、七中
及各县中学的美术专业学生讲讲课，多培养人才；三
是计划成立李春造美术基金会， 鼓励书画爱好者出
成果。

邢台市委领导收到李春造的信后， 立即表态欢
迎李春造先生荣归故里，造福桑梓。 李春造向市委、
市政府赠画《清莲香远》，威县、内丘准备为他提供画

室。 李春造自给市委、市政府交了信后，就回到老家
邢台践行他的诺言，讲课，绘画，写生，办画展。 2011
年9月20日，他到冀南“棉海”威县，深入棉田，要使家
乡的棉花入画。２０１１年9月23日，他来到太行深山区的
内丘县岗底村。 这位75岁的老人，钻到苹果园里拿着
照相机拍个不停，像个孩子一样惊奇。 他对岗底村党
总支书记杨双牛说：“我要把富岗苹果画出来， 用画
笔表现岗底村的农村新貌。 ”今年春天，李春造用了
半个月时间，创作出四幅“富岗苹果甲天下”系列作
品。 画面上，硕大的苹果压低了枝头，两只小蜜蜂闻
香而来，一只喜鹊振翅欲飞……以苹果为题材，对李
春造来说是第一次，但作品着色用墨都很精到，颇见
功力。 他在邢台给学生讲课，恨不得把知识一下子都
传授给大家，并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学生们，嘱咐学
生有画画的事尽管随时联系。 李先生的才识和真诚，
赢得了学子们的热烈掌声。

今年5月，李春造开始着手创作为喜迎党的十八
大献礼作品，这是他回邢台定居后创作的一幅力作。
为了表达一位古稀老人、邢台籍画家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家乡的炽热情怀，李春造在创作中，倾注了
饱满的热情，拿出了看家的技艺。 18米长的国画，李
春造平生从未画过，他从整幅画的布局、构图，到每
只虾的姿态，都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构思三个月，他

闭门十余日， 终于完成了这幅在国内书画界绝无仅
有的精品力作！ 当390只虾游入李春造的艺术之海
时，老人放下手中的画笔，感叹道：此生无憾矣！

李春造先生解释说， 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恰逢中
国农历龙年。 中国龙源于图腾，是象征中华民族、国
家的文化符号、文化创造。 龙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
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中华民族的“龙”文化不
仅是勤劳、智慧、勇敢的伟大代表，更是中华民族的
灵魂所在。这是画家选择以龙为主题的初衷。画卷长
“18米”，寓意喜迎党的十八大召开。 宽“91公分”，象
征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一周年。 “390”只虾切合
邢台市39万名党员团结奋进、 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

风貌。 作品完成后，李春造特地邀请邢台市委常委、
秘书长，中国颜体书法研究会会长、著名书法家李凤
刚先生题跋。 李凤刚先生欣然命笔，题写了“水墨丹
青颂扬东方巨龙精神 ， 以虾寓龙昭示华夏盛世腾
飞”，字体雄浑、刚劲、爽利、灵动，拙中寓巧，书风独
成一家，如锦上添花，似珠联璧合，使《中国龙》成为
一件完整的书画艺术珍品。

“春造景，百鸟朝凤，鹏程千万里，四海归心期凤
翥；秋写意，群虾寓龙，长卷十八米 ，九州一脉看龙
腾。 ” 在邢台市万峰大酒店李春造艺术作品展厅，一
位参观者欣赏了《中国龙》之后，情不自禁在留言簿
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这不仅仅是国画大师李春造
个人的夙愿，更是亿万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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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春天， 国家邮政局邮票发行公司有关人
士找到李春造先生， 邀请他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六十周年设计一套邮票。李春造心潮澎湃，浮想
联翩：祖国六十华诞，我李春造七十有三。解放前，我
李春造吃不饱穿不暖， 拉着木棍讨饭， 恶人欺亲戚
嫌；解放后，我李春造进京城，当工人，还考上了中央
美术学院， 跟着国内一流的大师学画画， 被人称为
“虾王”，挨着天安门广场安了家。 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没有新中国，哪有我李春造的今天！ 我要
倾注全力为祖国六十华诞献礼， 表达对祖国的美好
祝愿和祈福！

李春造潜心半年， 开始构思创作纪念国庆六十
周年系列国画精品。2009年是农历己丑牛年，李春造
从画牛入手， 着力表现中华民族勤劳善良、 吃苦耐
劳、 坚韧不拔的优秀品格。 他来到北京昌平牛场写
生，又反复临摹李可染、吴作人等大师画牛的姿态和
造型，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求突破。 在画了几十张草
稿之后，他创作出《双牛》图：柳枝轻舞，微风和煦，两

头牛一前一后，漫步在春天里；之后，他又创作了《荷
香》、《鸣鹿》、《喜鹊登梅》、《鱼乐》、《春趣》、《兰竹》等
力作。

作为奉献给祖国六十华诞的珍贵礼物，人称“虾
王”的李春造先生，创作了《龙腾盛世》、《海上升明
月》、《福为双全》、《个个成龙》、《九宫太极图》 等7幅
佳作，有墨虾、蓝虾、赤虾、金虾等，或淡雅，或透明，
或鲜艳，色彩纷呈，妙趣横生。创作《龙腾盛世》时，李
春造5月打腹稿，6月6日试笔，闭门三日，不辍笔墨，
一气呵成。 该幅画用3.6×1.8米(72平尺)的整张宣纸
绘制而成，由９９只单虾组成虾阵，巧妙构成一条跃海
神游的巨龙，传神逼真，气势恢弘。 《海上升明月》构
思奇特，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群虾整
体向上，朝着月亮奋力拼游，寻求光明。 《九宫太极
图》预示“和”：阴阳和则天地合，天地合则风调雨顺，
象征当今太平盛世。

祖国繁荣昌盛、 幸福安宁， 是李春造最大的心
愿，他忘不了捍卫祖国和平、安宁的共和国卫士。 他

发下宏愿：一定要创作出一幅精品力作，献给最可爱
的人。 2009年8月2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北京
晨报记者杨现富目睹了李春造先生巨制《捍苍穹》的
创作过程，他描述道：

“他当天创作的是以雄鹰为主体的巨型国画，这
么大尺幅的花鸟画创作上难度很大， 尤其是构图上
处理不当易成俗作，然而春造先生胸有成竹，举重若
轻，勾擦点染，潇洒自如。他一边画，一边与大家聊着
家常， 一盏茶工夫， 一只栩栩如生的雄鹰便跃然纸
上。 这是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神鸟， 展开的强健双翼
间，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凌厉的风声；炯炯的双目则雄
视天下，神勇无畏，凛然不可侵犯；那如刀似剑的利
爪，俨然无坚不摧。

《捍苍穹》描绘的是一场“群英会”。画面中6只雄
鹰，姿态各异，动静相映，顾盼生趣。空中4只或盘旋、
或俯冲、或翱翔、或搏击，威武阳刚，神威盖世；地上
的两只收翅栖枝，站在高高的山冈上，和空中的同伴
遥相呼应，恰似两个严阵以待的哨兵。整幅画气势磅

礴，笔墨酣畅淋漓，造型生动传神，构图巧妙合理，令
人叹为观止。

李春造先生的这幅作品确实用意颇深。 这位深
深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老一代艺术家，以鹰为载体，歌
颂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 激发了民族英
雄气概———坚强、不屈、勇敢、质朴、奋发向上。

2009年10月1日，祖国六十华诞。 当日，“纪念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李春造国画精品选
集” 邮票由国家邮政局正式发行。 “瀚海游龙春潮
弄，须臾灵动造图腾。 鸿篇巨制显丹心，水墨长卷献
国庆。 ”印在纪念邮票册封面的这四句诗，真诚地表
达了李春造这位年逾古稀、“当代虾王”的拳拳爱国
之情。

这套“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李春
造国画精品选集”邮票，在国家邮政局一次性获得通
过，业内人士更是赞誉有加，纷纷祝贺。 李春造也继
齐白石、徐悲鸿、黄胄等艺术大师之后，成为亮相“国
家名片”的佼佼者。

潜心研习，国画精品入选“国家名片”

情系桑梓，国画长卷《中国龙》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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