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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三川在文元坊里画“新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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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三川，浙江镇海人，以
独特的风格开创了中国“新
仕女画”先河，他在上海的旧
居位于文元坊 81号。

画《白毛女》出了名
华三川 193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城市

贫民家庭，读小学时路经城隍庙的一家画

店，被画在纸上的山川、人物、花鸟等图画
吸引，于是便拿起笔来自己画。渐渐的，他

的绘画天赋显露，被人们誉为“神童”。
新中国成立后，华三川开始从事连环

画创作。他创作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是

《七桂芝》，其工笔仕女画，在色彩上继承
了传统工笔人物画的技法，也融汇了西洋

水彩画的一些表现技巧。1960年，华三川
调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

华三川为读者奉献出一百多部连环
画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白毛女》。此

外，他还创作了大量插图、单幅画，是一个
勤奋多产的画家。华三川的封笔之作是

1985 年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明珠》。2004年 7月 16日，华老因脑梗

昏迷导致心力衰竭，在家乡镇海病逝。如
今，华老的不少作品已成为海内外藏家竞

相收藏的瑰宝。

旧居在文元坊内
华三川在上海的旧居位于愚园路 608

弄的文元坊 81号。文元坊位于愚园路镇宁

路东北侧，该弄建造于 1938年，走进弄堂
可以看到东侧建筑群是连续式排列的，西

侧建筑群则是以横向排列的方式展开，靠
近镇宁路的西南角有一些独立的建筑。

文元坊的主弄极宽，支弄也可以通汽
车。大部分建筑风格较为统一，外墙为水

泥拉毛饰面，清水砖墙窗框。底层均有庭
院，庭院内有外设楼梯直接通往二楼。

1999年 9月 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这里
列为优秀历史建筑。文 沈琦华 图 蔡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