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43岁的张继山属牛。 他从小放牛， 上小学时，
以一幅 《牧牛图》 获得全国少儿书画大奖赛一等奖。
读 高 中 时 ， 他 用 一 年 零 七 个 月 创 作 了 巨 幅 作 品
《千牛图》， 在全国引起轰动。 1990年， 他为北京亚运
会捐献巨作 《斗牛图》，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就读
中央美院时， 用一年时间精心绘制长达12米长卷 《九
十七牛图 》 再次引起巨大轰动 ， 成为该年度风云人
物。 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 他的 《六十牛图》 在军事
博物馆展出。 由于张继山以画牛著称， 被人们亲切地
称为 “真牛张 ” 。 张继山对记者说 ： “通过 30多
年的学习生活经历， 我从一个放牛娃到牛画家； 从画
牛的形态到描绘牛的神韵； 从实现理想到回馈社会；
我以牛的倔劲和韧性， 以 ‘俯首甘为孺子牛’ 的奉献
和信念对绘画事业倾注满腔热情 ， 对 人 、 对己 、
对社会担起了应尽的责任， 踏踏实实的走着自己的艺
术道路。”

从小就有一股犟劲
五年级画 《牧牛图》 获全国一等奖

张继山出生在盛产黄牛的河南南阳市社旗县桥头
镇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 家里每天放牛的任务就落在
了幼小的张继山肩上， 牛成为张继山寸步不离的 “小
伙伴”。 久而久之， 张继山对牛有了深厚的感情， 也
开始萌生了画牛。

当时， 农村小学校里没有美术老师， 也没有美术
课。 张继山喜欢画画儿， 想学画画儿， 渴望学校里来
一位美术老师。 事与愿违， 他只能试着自己画画儿。
上数学课时， 老师在台上讲课。 他不听课， 反而画老
师。 下课后， 他不是把数学作业交给老师， 而是把将

老师的画像交给了老师。 老师拿到画像不但没有责怪
张继山， 却对他说： “画的还挺像。”

农村经常有唱大戏的。 别人是看戏， 把心思投入
到戏情中。 而张继山把心思倾注到古戏的情节、 人物
服装和造型上， 回家后凭着记忆粗糙地画出来， 形成
了连环画。 农村也时常放电影。 同样， 张继山关注的
是情节、 人物， 回家后， 在脑子里再放一次 “电影”
画出来， 串联后就是一部电影连环画。 张继山的这个
爱好被父母和老师视为 “歪门邪道”。 父母和老师警
告张继山： “不要走这个 ‘歪门邪道’， 要安心学习
文化课， 将来才有前途。”

但是， 张继山有一股牛的犟劲。 他的这股犟劲在
小学五年级时有了成效。 他画了一幅 《牧牛图》， 参
加了由 《中国少年报》 举办的全国少儿书画大奖赛，
获得了一等奖。 春天的杨柳下， 一个小男孩骑在牛背
上吹着笛子， 发出悠扬的曲调。 评委对 《牧牛图》 的
评语是： 有生活基础。 表现了改革之初的农村春风春
雨春景春色， 体现了农村富民政策的主旋律。 张继山
说：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画能够获得一等奖。”

考有美术老师的中学
美术老师只教了他三堂课

小学毕业后， 同学们都考虑的是上重点初中， 为
上重点高中考大学做准备。 张继山则瞄准的是哪所中
学有美术老师。 当他知道桥头镇第一初级中学有一位
美术老师后， 发誓一定要考进这所中学。 然而， 报考
这所中学的学生很多， 会淘汰一大批考生。 张继山的
数学水平太低， 有可能拉下总分。 他恶补数学， 结果
语文、 政治、 数学的总分恰到好处地达到了这所中学

录取分数线 。 谈到这次小升初的考试 ， 张继山说 ：
“考数学时， 有选择题， 我一半选对， 一半选错， 就
是蒙对错。”

命运总是这样捉弄人。 张继山考进这所中学后，
美术老师只教了三堂课就调到县城了 。 张继山说 ：
“这位美术老师叫王方， 是师范学院毕业分到我们学
校的， 我很崇拜王老师， 举手投足我都模仿他， 甚至
把自己的名字改为 ‘张正’。 他方， 我正。” 王老师临
走之前， 张继山哭着对王老师说： “我好不容易考到
这所中学就是冲着您来的。 您调走了， 我也什么都不
学了， 就想和你学画画儿。”

王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张继山说： “如果你这样，
我就不会收你了。” 其实， 王老师也一直反对张继山
学画画儿， 他认为： 农村孩子要想走出农村， 只有走
考大学的路。 学画画儿只能是爱好， 不能做专业。 在
这个问题上， 张继山的犟劲盖过了对王老师的崇拜。
张继山说： “尽管王老师只教了三节课， 但我从他这
里知道了速写、 素描、 色彩、 结构等美术行话。 他是
我走上绘画道路上的启蒙老师。”

王老师调到社旗县城关第一小学后， 张继山仍然
与王老师联系。 张继山每周利用休息日带着自己的作
品， 骑车30里到城关第一小学找王老师， 让指导、 指
点。 王老师让张继山知道了油画、 国画。 张继山看着
王老师怎样画画儿。 他临摹 《芥子园画谱》。 王老师
不使用宣纸 ， 而是用图画纸 ， 把图画纸打湿 ， 刮出
毛， 再画。 王老师对张继山说： “买宣纸太贵， 图画
纸便宜。 我这样做是方便画画儿， 图画纸打湿容易吸
墨。” 到饭点时， 有时， 王老师带着张继山下馆子吃
饭， 有时， 王老师做饭， 他们一起吃， 有时， 太晚了
张继山不能回家， 就与王老师同住。 有一天晚上， 王

老师一边画山水 ， 一边对张继山说 ： “不要学画画
儿， 要学好文化课。” 而此时的张继山已经全神贯注
着王老师的山水画。 张继山默默地记在脑子里。 回家
后， 张继山用同样的方法画了一幅与王老师一样的山
水画 。 再到王老师这里给他看 。 他看后很吃惊问 ：
“这是谁画的？” 张继山说： “这是我画的。” 他继续
问： “我没有教你， 谁教的？” 张继山说： “我偷偷
地向您学的。” 这时的王老师开始对张继山另眼相看
了。 王老师对张继山说： “孩子， 你对国画的悟性还
挺高， 但我还是不赞成你学画画儿。”

第一次考高中落榜回家务农
住牛棚， 煤油灯下观察牛

在王老师给张继山设计的成长路线图上， 有一条
是走进美院这条路。 进美院， 必须文化课成绩好。 进
美院后再学素描、 色彩等专业知识。 王老师鼓励张继
山： “你一定要考上高中， 上高中才能上美院。” 但
张继山对自己的数理化成绩没有底。 王老师说： “你
努力学吧！”

1987年， 张继山在考社旗县第二高中时落榜。 榜
上无名， 脚下有路。 在落榜之后， 他看一些青年类的
杂志 ， 看到了青年们的励志 、 发奋 、 成功的故事 。
“他们的故事对我激励很大。 他们能够这样走， 我也
可以这样走， 一边务农一边自学。” 于是， 张继山开
始了一边干农活一边自学的路程。

可是， 干农活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一年的
干农活时间里， 张继山学会了与牛有关的全部农活，
比如： 耕地、 犁地、 耙地。 耙地的直耙、 斜耙。 他住
在牛棚， 在煤油灯下观察牛的一举一动， 越看越觉得

牛的造型好， “有些活儿， 我干不了， 它替我干， 减
轻我很多负担。” 张继山开始用国画方法画牛。 张继
山说： “我用很便宜的纸、 墨、 笔， 先临摹徐悲鸿的
马， 找到画马的技巧后， 用这个技巧画牛， 因为这里
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第二次考高中再落榜被特招
学校为他举办个人画展

1988年， 又到考高中的时候了， 张继山再次走进
考场， 再次名落孙山。 这次彻底打死了他了考高中念
头。 “我就死心塌地当一辈子农民吧！” 张继山又继
续干农活、 放牛。 有一天， 他在村头与放牛、 放羊的
聚在一起闲聊的时候， 一位远房姐姐问张继山： “你
画得这么好， 整天放牛， 怎么也不上学呀？” 张继山
说： “我没考上高中。” 她对张继山说： “我哥哥是
老教师， 也许能帮上你的忙。”

第二天， 张继山带了一瓶赊店老酒和一些农副产
品， 骑着车高兴地进了县城， 四处打听找到了县第二
高中， 见到贺老师说明了来意。 贺老师热情地让张继
山进门。 张继山向贺老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我想
上高中但没有考上， 可我喜欢画画儿。” 贺老师告诉
张继山 ， 这所学校准备招有一个美术的特长生班 。
“但我不知道你画得怎么样， 你能不能把你的画儿带
过来， 我把你推荐给校长。” 贺老师说。

这个好信息让张继山兴奋的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
么回的家。 第三天， 张继山精心挑选了十几幅作品和
连环画交给了贺老师 。 贺老师说 ： “你回去等消息
吧。” 一周后， 张继山又来到学校问消息。 贺老师说，
校长把作品交给了县教育局， 录取通知书要教育局签
发 ， 让等等 。 又等了三四天 ， 张继山又找贺老师 ：
“有没有消息？” “没有， 等吧。” 9月1日开学了， 张继
山还是没有等来消息， 他说： “我不抱希望了， 回家
继续种地吧。”

足足等了78天， 张继山不抱希望地再次走进贺老
师的办公室。 贺老师着急地对张继山说： “你怎么现
在才来。 那天， 你刚走通知书就来了， 也没有电话，
你家住哪里也不知道。 开学一周了找不到你这个人。”
说着 ， 贺老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通知书 ， 上面写
着： “张继山同学， 根据德智体美全面考核， 你被录
取为社旗县第二高中学生。” 看到这张通知书， 张继
山激动得简直像做梦。

“开学这么长时间他才来上课， 又是学校推荐的
特招生， 他的画到底怎么样呢？” 班主任让张继山把
画拿来看看 。 当看到他的画后 ， 班主任大吃一惊 ，
说： “你的画得不错， 我想给你办个人画展。”

这是张继山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张继山挑选最好
的国画、 连环画参加画展。 张继山的个人画展轰动了
全校， 影响到全县。 县美协主席兼文化馆馆长看了画
展之后， 对张继山说： “你有基础， 你画的牛栩栩如
生都是双眼皮， 非常细。 徐悲鸿的马、 齐白石的虾、
黄胄的驴 ， 我看你将来就画牛吧 。 小荷才露尖尖角
吗？ 相信你将来在这方面一定有造诣。” 美协主席鼓
励的话， 给张继山的心中燃起一股希望的火。

一年零七个月完成 《千牛图》
得到名师认可， 被媒体报道

张继山上高中以后， 又增添了一个爱好， 就是天
天看学校的阅报栏 。 有一天 ， 张继山在阅报栏看到
《人民日报》 的一篇报道， 介绍了西安的一位五年级
学生画了一幅 《万鸡图》。 张继山心想： 他能画 《万
鸡图 》， 我就不能画 《千牛图 》 吗 ？ 只有想不到的 ，
没有做不到的。 张继山在这个想法的推动下， 征求了
王方老师的意见。

王方老师鼓励张继山： “你有基础， 你画吧！ 我
支持你。” 从这时起， 张继山利用节假日， 白天干农
活， 夜晚在煤油灯下作画。 张继山说： “那时我已经
走火入魔， 朝思暮想地在作画， 甚至在厕所里还想着
画。” 最终， 张继山用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

《千牛图》。
但是 ， 张继山还是想得到名师认可 《千牛图 》。

他便给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写了封信 ， 在信
中， 把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作品寄给了这位副院长。 这
位副院长收到张继山的信后很快地回信了。 他建议张
继山在假期的时候到北京， 他要看看张继山的作品。
“到北京需要钱呀？” 张继山家里很穷， 哪来的钱供他
去北京。 张继山只能向亲戚们借钱， 又卖粮， 又卖耕
牛， 筹集了500多元， 带着自己的梦想， 背着画笔、 画
架只身奔北京。

这是张继山第一次到北京， 举目无亲。 他通过同
学， 知道了另一名在北京当武警士兵的同学的地址，
给他发电报。 当时， 发电报每个字都要钱。 张继山为
了省钱， 发出电报是 “几点几分到京”， 没有写谁到
北京。 这位同学收到电报后，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也不知道谁来北京， 只知道是家乡的人来。 张继山被
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出了站。 他看见穿着武警警服的人
就径直地过去， 冲着这位同学喊： “更新。”

这位同学叫郭更新。 郭更新把张继山带到亚运村
小关的宿舍。 郭更新成为了张继山的向导， 带着张继
山四处找这位副院长。 当找到这位副院长后， 把作品
给他看时， 这位副院长看了张继山的作品后很激动，
给张继山题词 “继山小弟绘 《千牛图》 笔墨运气十
足， 大有发展前途。” 张继山说： “我很激动， 这是
中国美术界最高学府的专家对我作品的肯定， 也是对
我的鼓励。”

这位副院长将张继山的 《千牛图》 介绍给 《中国
青年报》。 随后， 《中国青年报》 刊登了 《牛， 我的
世界———一个中学生的自述 》 的文章 。 《中国青年
报》 还给社旗县领导写信， 提议要重视张继山， 重点
培养张继山。 《中国青年报》 报道张继山后， 央视又
在 《新闻联播》 播出了张继山的事迹。

社旗县领导看到 《新闻联播》 和 《中国青年报》
的来信后， 县主管教育的副书记、 县教育局局长、 文
化局局长、 文联主席先后来到学校， 看望张继山， 询
问他有什么困难， 并且当场拍板， 解决了张继山的吃
饭、 画画、 个人画展等诸多问题。

为社会公益捐书画作品近万幅
任打工子弟学校美术老师

张继山高中毕业后， 顺利地考入到南阳师范学院
美术系。 1991年， 张继山从南阳师范学院毕业， 走上
工作岗位， 逐渐成为社会知名人物。

张继山成名之后 ， 热衷于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
动 ， 曾多次拍卖自己的作品救助孤寡老人和孤残儿
童； 为 “希望工程” 捐款捐物， 多次为中国扶贫开发
协会和中华慈善总会捐献自己的作品。

2008年， 张继山参加了 “中国扶贫书画万里行”
活动， 从北京出发， 走了十二个省、 直辖市， 行程三
万里， 历时四个月， 向贫困地区捐赠图书2000多册、
捐赠书画3000多幅、 捐赠电脑50台。 他为汶川地震灾
区捐款捐物共计200多万元， 开创了内地书画扶贫的先
河。 2012年， 张继山兼任了昌平区南七家村打工子弟
学校名誉校长， 义务担当起美术老师。 2013年4月， 张
继山作为中国文联文艺支教试点项目第一期志愿者，
赴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岩腊乡三股水小学任教， 担负
起730名山区孩子的美术老师。

张继山和其他志愿者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提供音
乐、 舞蹈、 美术方面的志愿服务， 开设艺术类教学课
程和组织各类文艺课外活动， 以提升欠发达地区中小
学生的艺术教育水平和文艺素质， 并着力发现和培养
服务地艺术人才。 张继山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自己的
中国梦， 充分显示出一个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
时代的拳拳善举之心。

今年5月22日， 在张继山的带领下， “孺子牛文艺
志愿者服务团” 再次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南七家村打工
子弟学校， 为这所学校捐赠现金3万元和价值2万余元
的物资， 资助20名成绩优秀的贫困学生。 6月， 张继山
又走进了贵州省慰问山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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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山是河南南阳人。 1991年毕业于南阳师范学院美术系， 199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
学院国画系。 现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硕士研究生、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
央企业青联常委、 河南省青联常委、 第五届河南省南阳市人大代表、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书
画院副院长、 北京昌平区在京务工子弟学校名誉校长。

画家张继山
放牛画牛痴迷牛 回馈社会孺子牛

□本报记者 阎义

张继山为孩子们捐赠学习用具

张继山在山西吕梁山地区写生

张继山和本文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