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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传承结下“绘画缘”

走进陈建华的家中，无论墙面、橱

柜，还是床头、桌案，处处摆满他的各类

画作和手工艺品，无不构思精巧，笔触生

动，令人赞叹。提起与绘画的结缘，他告

诉记者，退休前自己曾在中海上海船员

公司担任总经办主任，数十年的职业生

涯与美术并无关联，直到退休后才真正

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中。

一位仅凭兴趣学习美术的古稀老

人，是如何做到在似雾如纱的叶脉上妙

笔生花的？陈建华从早已泛黄的信封里

翻出一册日期为     年  月  日的《幼

儿在园情况报告表》，上面写着：“陈建

华，图画能力很强，会画比较复杂的意愿

画，如中苏友好大厦轮廓等……”他介

绍，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己从小就有绘画

的基础。

陈建华的父亲是一位兢兢业业的手

工技师，年轻时从广东来上海从事金银

器的设计、生产、加工，后来还成为了老

凤祥银店的工匠，绘制设计了不少首饰

样式。在陈建华的记忆里，只要顾客能说

出的款式，就没有父亲不能做的。“虽说

父亲没有给我太多专业指导，但他给了

我最好的教育，他精雕细刻的精神，潜移

默化地感染我，让我从小就对绘画和手

工非常感兴趣。”

在耳濡目染的影响下，陈建华从小

就会用饼干盒、牙膏纸盒等做各种玩具。

小学四年级时，未曾接受过专业培训的

他参加青少年美术比赛并一举夺魁。此

后，他被推荐至少年宫美术班，利用课余

时间学习素描。在少年宫学习的  年间，

他有机会得到多位名师画家的指导，这不

仅为他打下了扎实的绘画“童子功”，也让

绘画成为了与他相伴终身的爱好。因为

这份热爱，陈建华还在繁忙工作之余自学

绘画，并指导常年漂泊在大海上的海员学

习，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对绘画是从小的热爱，但我接触叶

脉画全因机缘巧合。”陈建华回忆道，

    年，退休后他有了大把时间可以重

拾儿时爱好，于是天天笔耕不辍，山水、花

鸟、名画尽情描绘，没多久家中便摆满了

大大小小各类画作。“因为苦于收纳这些

画作，我才开始琢磨能不能在一些精致小

巧又具有观赏性的物件上作画。    年，

我在网上看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

有几幅早年流失海外的明清时期‘十八罗

汉’叶脉画，一下子就被惟妙惟肖的人物

形象所震撼，心里顿时萌生了一股冲动，

一定要将这种正在消亡的民间手艺恢复

起来。”

把历史文化融于叶脉

心有所想，必有所行，于是陈建华马

不停蹄地开始尝试叶脉画创作。但要在

质地稀疏、不易上色的叶脉上作画绝非易

事，寻找合适的树叶和颜料是摆在他面前

的首要难题。幸运的是，他创作叶脉画的

想法得到了家人的鼎力支持。一次儿子

从尼泊尔旅游回来，专程带来了一些菩提

叶。菩提叶宽大柔韧，自古以来就是制作

工艺品的绝佳材料，这让他如获至宝。

有了载体，新问题也接踵而至。由于

菩提叶的叶脉是镂空的，缝隙很大，陈建

华试着在叶脉上打底色，但描上去的颜色

很快就会漏掉。没有老师指导，他只能凭

借不服输的精神慢慢摸索。“那段时间就

像着了魔一样，经常画到深更半夜，不断

进行尝试。”回忆起刚接触叶脉画的场景，

陈建华介绍，经过反复试验，才发现使用

油画中的丙烯能够在叶脉上成功打底。

“那一晚，我激动得辗转难眠，也有了一个

新想法。叶脉浓缩了叶子的精华，那么我

能否通过绘画，将中国的历史文化浓缩到

叶脉之中？”

于是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人的大工

程”，以中国壁画为灵感，将山西永乐宫壁

画中    多个形象无一雷同的人物“挪”

到叶脉之上。叶面很小，人物极微，创作叶

脉画需要巧手匠心，想要栩栩如生地还

原，就必须小心翼翼作画。为此，陈建华收

集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和素材，不断思考构

图和色彩，再用细如毫毛的画笔一笔一划

勾勒，中间不容一点差错和闪失。完成一

个人物就需要花费整整一天甚至更长的

时间，但陈建华却乐在其中。

如今，陈建华的叶脉画作品集不仅有

描绘中国历史文化故事的传统壁画、山水

国画，还有无数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历

史画面的生动再现。说起自己最得意的作

品，他拿出一幅名为《光辉历程、百年荣

耀》的叶脉画。轻薄纤巧、似雾如纱的叶面

上，天安门、长城、一大会址、嘉兴红船、南

昌起义、会宁会师等众多景象，与火箭腾

飞、工农兵雕塑、仙鹤起舞等场景交相辉

映，巧夺天工的笔触顺着叶脉的自然肌

理，让这些经典历史画面层层叠叠地集中

于一片树叶上。

陈建华介绍：“这幅作品创作于     

年，当时恰逢建党百年，也是我入党的第

三十年。”这幅作品是他创作叶脉画的一

个全新突破口，让他有了以“红色主题”为

创作目标的灵感。此后他又结合“四史”学

习教育等，进一步将党史故事融入叶脉

画，先后围绕“建党先声”“党的先驱”“风

雨历程”“血浴浦江”“星火燎原”“遵义曙

光”“中流砥柱”“延安精神”“进京赶考”等

主题，创作了    幅系列画作，反映建党

百年的光辉历程。陈建华说：“在创作过程

中，革命前辈的艰苦卓绝再一次深深感动

了我，我希望能用手中的笔传达出内心的

崇高敬意，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英雄、崇

拜英雄。”

让民间技艺伴随孩子成长

创作叶脉画让陈建华逐渐意识到，这

不只是完成艺术品，更是用心变“废”为美

的过程。“儿子带回的菩提叶用完后，我就

开始寻找有没有替代品。一次偶然的机

会，我发现别人喝茶用的茶漏叶片同样可

以作为菩提叶的‘平替’。”此后陈建华的

灵感如泉涌，茶漏叶片、核桃、玻璃瓶等，

都成了他眼中可再次利用的“艺术道具”。

他用几支画笔、几抹颜料，就能将世界名

画《小街》《倒牛奶的厨娘》等形象浓缩至

小小核桃之中，让原本废弃的核桃壳展现

出全新的“生命力”。

陈建华坦言，绘画是一种陶冶性情的

好方法，不仅让他的退休生活变得丰富多

彩，更让他学会了从生活中发现美好、从

浮躁中寻求静心。因此创作之余，他开始

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叶脉画的创作技

法。“我的另一个心愿，就是能尽我所能，

用艺术美育赋能教育，让孩子们通过学习

叶脉画，传承好我们的民间技艺，更能涵

养天性。”

在陈建华的影响下，读小学的孙女也

喜欢上了手工和绘画，对叶脉画的制作过

程了如指掌。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说：

“我要让叶脉画能够有机会伴随更多孩子

的成长。”令陈建华欣喜的是，去年位于闵

行区虹桥镇的虹馆 ·虹桥手作人基地正式

开馆，他的作品不仅在大厅内得以展陈，

更让作为手作人的他有了走上讲台为青

少年传授叶脉画的机会。

    年  月起，依托虹桥手作人基

地的平台，陈建华多次受邀前往上海金汇

实验学校，为七八年级的孩子们开设《叶

脉画创作技法》艺术课程。 月起，他还在

虹桥手作人基地以“叶脉画”为主题，为社

区内  至   岁的孩子开设美育课堂。短

短两小时的课程，他往往要花上数日精心

备课，当家人问他是否辛苦时，他却笑着

说：“我非常感谢虹桥镇政府和虹馆 ·虹桥

手作人基地搭建展示平台，让我依旧能发

挥余热为社会作点贡献。”

以叶脉为纸，用画笔寄情，如今陈建

华依旧心怀满腔创作热情，他希望能用自

己的兴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让叶脉画为

更多孩子的成长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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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脉画传入我国已有千年历史，盛于唐朝，衰

于明清，至近代已几乎失传。在薄如蝉翼的叶脉上

绘画，不仅要有高超的绘画技巧，更需要掌握描

金、勾线等数十道极为复杂的工序。家住闵行区虹

桥镇的陈建华，就是一位热衷于在叶脉上作画的

“手作达人”。    年至今，  岁的他已创作千余

幅叶脉画。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名垂千古的英雄

伟人、举世公认的世界名画、惟妙惟肖的花鸟鱼

虫，都能通过他的妙笔，跃然于小小叶脉方寸之

间，他也因此被左邻右舍称为“宝藏爷爷”。（本版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陈玥
"叶脉画$光辉历程%百年荣耀& "陈建华在家中创作叶脉画

"陈建华为学生讲解叶脉画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