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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日前通過電視得知畫展昨日開幕的消息，決定
第一時間前來觀看展覽。他表示，嶺南畫派有着百年發
展歷程，他期待在此看到嶺南畫派名家作品，尤其是難
得一見的宗師級真跡。「作為學畫者，需從嶺南畫派經
典作品中汲取靈感，借鑒技法並探索創新。」
韓女士本次帶着兒子前來觀展，她分享自己是從「小

紅書」上得知有關展覽信息。她平時也會帶小朋友感受
不同藝術展，之前亦在香港藝術館見過趙少昂等人的
畫。她坦言，自己不算非常了解嶺南畫派，但常在一些
文化博物館看到代表畫作。她也曾了解趙少昂透過
書信給各地學生指導繪畫的經歷，小朋友聽說
此事後，也覺得很有意思。
楊晗是藝廊「嶺南藝術大觀」的創始人，她

與朋友專程從深圳前來觀展， 她稱自己從事嶺
南商業展覽工作，對嶺南派畫家及作品較熟悉，
現場看到方圖老師等畫家作品感到親切。她認
為，這樣的展覽有利於促進粵港澳文化交流，
加強藝術互動，助力嶺南畫派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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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顧問廣東省文聯主席李勁堃特別指出，首次將如
此完整的嶺南畫派的佳作集錦帶來香港是「既高

興、又困難」。李勁堃介紹道，作為一個為期約半個月
的「臨時展覽」且要在如此大的商業場館中展出文物級
別的作品，需要各個方面的通力協調。例如，為了達到
展出文物的標準，需要根據不同作品來調試燈光、安排
不同規格的展櫃，展櫃內部更要保持恒溫恒濕。在如此
的努力下，本次展覽才爭取到了許多過去很難出借的原
作。他補充道，「包括所有的器材以及畫作都是首次從
內地完全搬來香港，這是不小的挑戰。」而最終能夠從
無到有，在會展中心呈現如一間當代美術館一樣的展出
效果，無異於創造了一個「奇跡」。
策展顧問中國美協副主席、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

省美協主席林藍在開幕導賞中介紹說，本次展覽的展場
採用「U」形的時間線設計，由大門開始行進向前到盡頭
而後轉向，正是象徵廣東美術百年發展的歷程。白色的
時間線宛如時空畫軸串聯起古今，其上的文獻和照片均
是時代的橫切面，與此同時，在時間線的不同節點更以
六大主題空間展出了相應時代的經典作品。林藍解釋
說：「其實百年以來，我們都一直在不斷向西方學習，
以尋求中國變革之路，嶺南畫派的變革發展也正是在這
一大勢之中完成。」在不同的時代階段，嶺南畫派的畫
作都呼應着鮮明的時代主題。

引風氣之先 爭鳴中創新
160件嶺南畫派不同時期的作品好似珠串般散落在場
館，又以各自的光輝共同輝映出嶺南畫派的光芒。正如
展覽主題「其命惟新」—本次展覽格外突出「革新」，
呈現了高劍父、高奇峰、關山月、黎雄才等嶺南名家百
餘件經典作品。以油畫為例，林藍介紹說，廣東人向來
敢為天下先，第一位從西方學習正宗油畫技法並帶回中
國的就是廣東人李鐵夫，「他是第一位留學西方的油畫
家，第一位在油畫造詣上達到可與西方大師媲美的中國
油畫家。」在本次展覽中，李鐵夫的《盤中魚》吸引了
不少畫家、藝術愛好者駐足欣賞。
何香凝的《獅》在美術史上也頗具開創意義，「傳統的
獅子實際上都是一筆草草，而何先生的這幅作品實際上是
採用了西方油畫的觀察方式，體現了鮮明的革新特點。」
「嶺南畫派」三家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更是旗幟鮮明
地主張多開「國際公路」，「折衷中西、融匯古今」以革
新中國畫。林藍指出在同一展出空間中，展覽還特意同時
呈現了二十世紀初期新舊爭鳴的代表畫作，「其實當時他
們確實爭論得非常激烈，但他們都是各自懷着自己對民族
和未來的理想和大愛，這是很有意義的。」
高劍父的經典畫作《飲馬渡關圖》作於第一次世界大

戰的背景之下，用國畫來表達其對世界大勢的態度，林
藍介紹說，「這幅作品中你已經可以看到他的畫法已經
和傳統畫法不同。」《飲馬渡關圖》在空間甚至霧氣的

呈現中都有對日本畫法中朦朧畫
法 的 吸 收 ，
「實際上日

本畫法也吸收了西方油畫的立體光影的觀察方式，總體
而言都體現了當時我們向西方學習，以求得自身改變的
努力。」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副會長刁綺蓮曾師從嶺南派第二代
傳人、高劍父嫡傳弟子黎明。展覽現場，她駐足於師祖
高劍父的作品面前沉思良久，即便之前看過不少次這幅
名作，但再次看到真品，她感到《飲馬渡關圖》中的渲
染和留白依然令人驚嘆。她指出，也正是由於嶺南畫派
這種融匯中西的繪畫風格，使得嶺南畫派成為在國際上
認可度、接受度較高的中國畫流派之一。

藝術膽氣繪就時代底片
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廣東省文聯原主席、「其命惟
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總策劃許欽松表示，廣東與
香港具有同根同源的文化根基，兩地地域相連，在歷史
上本為一體，同屬嶺南文化，且廣東和香港兩地均為中
國最早接觸西方文化的前沿地區，共同形成「吸收外來
文化並融合發展」的藝術共性；另外，香港由於獨特的
優勢，成為整個中國對接外來文化的「先行地」，形成
了「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他介紹道：「本次香港畫
展從中國美術館的554件展品中精選160件作品，梳理廣
東美術百年發展歷程，畫展涵蓋嶺南畫派到當代多元風
格，展現廣東藝術從傳統到現代的演變。」他說，如今
香港重視對傳統文化的回顧研究，畫展在香港舉辦有利
於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助力「人文灣區」建設，在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當下，畫展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為粵
港澳大灣區文化協同發展奠定基礎。本次畫展除了促進
粵港地區的文化交流，也將促進粵港藝術家互訪及教育
領域互派學生，推動人才互動與藝術融合。他期盼畫展
未來持續紅火，助力大灣區藝術事業繁榮發展。
從歷史的盡頭回望，一幅幅畫作正是時代的底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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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傑出的創造力化作鼓舞民族覺醒的吶喊。在展覽
中，不少抗戰時期的木刻、版畫、漫畫都鮮明地反映
了特殊時代的特點。書畫家 、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協會
副主席曾鉅桓尤其推薦了作於1945年由漫畫家廖冰兄
創作的漫畫作品《禁鳴》，他介紹，這一畫作通過兩
隻不同的動物「雞」與「鷹」巧妙地呈現了當時緊張
的時代氛圍和特殊的民族情緒，表達了強烈的諷刺意
味，十分深刻。在看完本次展覽後，他亦十分感慨是
次布展的用心，「光是時間長廊上呈現的歷史影像、
文字和資料就足以看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指出，
本次展覽呈現百年圖景的同時又選取了不同類型、時
期的作品，這使得整體展覽更加中立而有價值，十分
值得一看。
香港國際美術家協會執行會長劉素文對此表示同
意。她認為此次布展確實達到了美術館水平，「可
以看到他們在燈光上設計得格外柔和以及在展覽的
動線、空間的劃分上都讓觀眾有宛如進入真實美術
館一般的感受，讓人一旦進入場館便能夠靜下心來
欣賞。」她坦言，能夠親眼看到這樣的展覽心情不
免興奮和激動，因為很多作品是第一次看，並且有
很多難得一見的原作。她認為，「真跡一定要到現
場親眼來看，你的收穫跟在屏幕上、書報上看絕對
是不同的。」劉素文解釋說，因為很多畫作的細節
在拍攝或印刷後的呈現難免和真跡有出入。比如方
人定的《閒日》，在展覽中看到原作才會發現，畫
家對於天鵝絨的刻畫是如此逼真，連同毛絨的觸
感、人物和衣服的結構都十分驚艷，體現出中國人
「圓中有方、方中有圓」的哲學思辨，而「這些細
微的東西只有近距離地觀察才能感知到。」她點
明，嶺南畫派的藝術地位正是來源於一幅幅經典畫
作的積澱，能夠現場看到名家名作也是對於後輩藝
術家的有效激勵。「在展覽中，我們能夠深刻看到
嶺南畫派是如何經歷百年的流變，生生不息地發展
到今天的。」她對大灣區整體的藝術未來亦充滿信
心，「每個百年都有機會誕生新的大師，我們一定
要繼承前輩勇當先鋒的藝術膽氣，保持開放，敢為
人先，創作出緊扣時代主題的創新佳作。」
翰墨軒創辦人許禮平與林藍父親相熟，此次特意到場

支持林藍。他並表示，展覽將許多具有時代意義的重量
級作品都帶到了香港，如湯小銘於1972年創作的《永不休

戰》魯迅畫像。「展覽將自1916年起的、不同畫
派的代表性廣東畫作做了整理，很是完善。
畫作之外還有對歷史的記錄。」他稱，廣東
吸收了很多外來事物，就像音樂方面包容了
西方的薩克斯風、小提琴等；畫亦是如此。

香港美協理事陳偉與香港美協會員胡中鷗來到現場
觀展。陳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若不
是這次展覽，平時也很難見到如此完整、全面、系
統，且涵蓋百年來老、中、青三代的廣東畫作。他指
出，本次展覽意義非凡，因為可以讓香港市民及專業
美術工作者對廣東百年來的美術作品產生更全面的了
解。展區融貫中西的油畫、國畫、版畫等，大都出自
留名青史、影響深遠的藝術家。他點明，展覽承前啟
後，繼往開來，能夠讓當代創作者看到前輩作品中的
扎實感與現實主義畫風。「他們都很認真地在整個人
生中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他表示，這些作品體現
了對真善美的追求，以及當時社會的進步、國家發展
的繁盛景象，富思想性與精神性。提及嶺南畫派的根
基，陳偉認為，根基就深扎於嶺南土地的人民群眾
間。從生活中來，又高於生活，隨後吸收了外來藝
術，形成了嶺南畫派的特色。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海外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
事、香港美協理事許昭奇認為，改革開放後，廣東美
術吸收了西方印象派、野獸派等多元藝術風格，更趨
多元開放。許昭奇說：「廣東美術的發展有多方優
勢，其一是地域位置與僑鄉優勢，廣東對外接觸頻
繁，華僑帶來新思想與信息，助力藝術創新。其二是
氣候和地理環境優勢，廣東氣候溫潤、地理環境多
樣，孕育出色彩豐富、風格鮮明的畫作，與西北、北
方等地形成顯著差異。其三是專業院校與人才培養優
勢，廣州美術學院培養了大批知名畫家。」許昭奇認
為，廣東美術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兼具本土特色與國
際視野。

展覽設計承前啟後 中英文表述得體
盧兆熹曾於大一藝術設計學院任教逾30年，他對展
覽策劃抱有很高的評價。他表示，嶺南派受西方影
響，讓國畫的面目有了很大變化。「國畫風格曾在一
百年中都沒有太大變化，但是有了嶺南派，有了與西
方的碰撞，就產生了很多花樣。」此外，他認為展覽
現場的中英文表述也都很得體。
當代藝術家李尤猛稱，展覽設計承前啟後。而在展覽
嶺南畫家的作品中，林風眠的創作很有個人風格並具有
民族特色與民族精神，亦蘊含了很多韻味。具有時代感
與使命感的林風眠，對中華文化有深入了解，他從色彩
及技巧上、從理論及實踐上，一直堅持提倡將這些精神
融入畫作，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他認為，此類展覽越
多越好，期望年年舉辦，因為可以讓人們回顧前人的做
法，讓大家及後輩獲得啟迪和靈感。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香港
美協顧問徐嘉煬曾跟隨過嶺南畫家趙少昂學畫，亦是
中國工筆畫家唐鴻的學生，他稱讚「其命惟新——廣
東美術百年大展」是全國性大型展覽，規格高、規模
大，匯聚廣東與香港畫家的優秀作品，展現中西文化
融合趨勢，對中國未來文化發展具啟示意義。他認為
本次展覽參展畫家與作品頗具亮點，展出嶺南四大家
關山月、黎雄才、趙少昂、楊善深的作品，及早期留
洋畫家李鐵夫的作品，非常難得，他並說，「李鐵夫
曾將西方油畫技法引入中國，推動中西藝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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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畫派

抗戰時期，廣東與香港成為反法西斯
文化戰線的雙城堡壘。魯迅宣導的新興
木刻運動中，粵籍版畫家將漢代石刻的
渾厚與民間年畫的質樸融入創作。李樺
於 1934 年在廣州成立的「現代創作版
畫研究會」，是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重
要實踐團體，其作品緊扣時代脈搏，聚
焦底層民眾疾苦、抗日救亡與社會批
判。如李樺以粗獷刀法刻畫民族苦難，
充滿抗爭張力，體現「為人生而藝術」
的啟蒙精神。他們的藝術技法則是借鑒
德國表現主義的強烈黑白對比與版畫刀

法，融合中國傳統木刻的線性語言，形
成簡練、剛勁的視覺風格，畫面常以誇
張變形的人物造型、動態構圖傳達情感
衝擊。該會突破傳統版畫的裝飾性，其
風格至今仍被視為中國版畫現實主義傳
統的重要源流。

葉淺予與丁聰在《華商報》發表的抗
日漫畫以辛辣諷刺與鮮明敘事為核心。
他擅用簡練線條與誇張造型，以幽默筆
觸揭露日軍暴行與漢奸醜態；丁聰則注
重細節刻畫，透過黑白強烈對比與密集
構圖，凸顯民眾苦難與抗爭精神。兩者

均融合西方漫畫技法與中國民間藝術元
素，以通俗易懂的視覺語言激發愛國情
懷，成為抗戰時期重要的文化武器。

抗日戰爭時期廣東的木刻藝術

「人間畫會」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具有
重要歷史意義的進步藝術團體。1947
年，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文委的領導下，
黃新波、符羅飛、張光宇、王琦等30餘
位來自國統區的藝術家在香港正式成立該
畫會，其名稱取自高爾基名著《在人
間》，標誌着藝術為人民服務的階級立
場，畫會成員涵蓋漫畫、版畫、油畫、國
畫、雕塑等多個領域，包括廖冰兄、特

偉、關山月、陽大陽、黃永玉等 50餘位
藝術精英，形成了一支陣容強大的革命美
術力量。其藝術風格以現實主義為核心，
結合中西技法，尤其注重社會批判與人文
關懷。作品主題多聚焦戰後香港底層生
活，如貧困、失業等議題，成員擅長版
畫、漫畫、油畫等，漫畫家常以諷刺手法
揭露時弊，版畫家則透過細膩的黑白色調
強化敘事張力。

「人間畫會」在香港

嶺南畫派和粵劇、廣東音樂被稱為「嶺南三
秀」。在二十世紀中國畫壇上，嶺南畫派和京
津畫派、海上畫派三足鼎立，是「現代中國
畫」的代表。嶺南畫派又被視為中國傳統國畫
中的革命派，自二十世紀初由高劍父、高奇
峰、陳樹人創立以來，以「折衷中外，融匯古
今」為核心理念，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與技法
體系，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為中西技法
的融合：畫派突破傳統國畫的框架，吸收西
方水彩畫的渲染技法與印象派的光影表現，同
時保留中國畫的筆墨韻味。例如，畫面背景常
以色彩渲染營造氛圍，並結合西洋透視與解剖
學原理，使作品兼具寫實性與立體感。高劍父
等人留學日本期間，借鑑日本畫的「朦朧體」
技法，將水墨與色彩結合，形成「撞水撞粉」
的獨特效果，增強了畫面的層次與光影變化。
其二為色彩與水墨的創新運用：畫派則大膽採

用鮮艷色彩，並注重「隨類賦彩」，通過明麗
的色調強化視覺衝擊力。例如趙少昂的花鳥畫
以色彩鮮活著稱，既保留水墨的氣韻，又融
入西洋畫的色塊對比，形成雅俗共賞的風
格。其三是寫生傳統與題材拓展：嶺南畫派提
倡「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從自然中汲取靈
感，反對因襲摹古。第二代畫家如關山月、黎
雄才等人深入大江南北寫生，將雪山、草原等
新題材引入國畫，打破傳統山水畫的題材局限。
當代畫家如李勁坤更將寫生與現代城市景觀結
合，展現時代特色。其四為技法多樣性與個性化
表達：嶺南畫派不拘泥於固定程式，強調「大膽
落筆，小心收拾」，兼容工筆與意筆。例如，趙
少昂擅長以簡練筆觸刻畫花鳥神韻，而黎雄才則
以細膩渲染表現山水氣勢。這種開放性使畫派內
部風格多元，如陳樹人偏重文人畫意境，而高
劍父作品則更具革命性張力。

知識庫

●●「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的嘉賓證、媒
體證及紀念門票的設計皆別出心裁，如嘉賓證及紀念
門票底圖為黎雄才《迎客松》（局部），而媒體證的
底圖為陳永鏘《魚躍圖》（局部），均為此次展出的
經典畫作。 郭木又 攝

《《西沙風光西沙風光》》林墉林墉，，中國畫中國畫，，144144××369369cmcm，，19741974年年，，廣東美術館藏廣東美術館藏

●●展覽吸引眾多本地藝術家及市民到展覽吸引眾多本地藝術家及市民到
場欣賞佳作場欣賞佳作。。 郭木又郭木又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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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陳偉（（右右））與胡中鷗結伴看展與胡中鷗結伴看展。。 雨竹雨竹 攝攝

《《魯迅先生葬禮魯迅先生葬禮》》黃新波黃新波，，版畫版畫，，
2626××3636cmcm，，19361936年年，，廣東美術館藏廣東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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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葬禮魯迅先生葬禮》》黃新波黃新波，，版畫版畫，，
2626××3636cmcm，，19361936年年，，廣東美術館藏廣東美術館藏

《《林塘春淺林塘春淺》》
陳 樹 人陳 樹 人 ，， 中 國 畫中 國 畫 ，，
9292 ×× 4040..55cmcm，， 19281928
年年，，嶺南畫派紀念館藏嶺南畫派紀念館藏

●●

劉
素
文
推
薦

劉
素
文
推
薦
作
品
作
品
《《
閒
日
閒
日
》
。
》
。

陳
藝
陳
藝
攝攝

●●

許
禮
平
到
場
支
持
畫
家
林
藍

許
禮
平
到
場
支
持
畫
家
林
藍
。。

雨
竹
雨
竹
攝攝

●●

刁
綺
蓮
駐
足
於
高
劍
父
的
作
品
前

刁
綺
蓮
駐
足
於
高
劍
父
的
作
品
前
。。
陳
藝
陳
藝
攝攝

●●

曾
鉅
桓
推
薦
廖
冰
兄
作
品

曾
鉅
桓
推
薦
廖
冰
兄
作
品《《
禁
鳴
禁
鳴
》。》。
陳
藝
陳
藝
攝攝

●●

許
欽
松

許
欽
松
（（
中中
））
與
許
昭
奇

與
許
昭
奇
（（
左左
））
合
影
合
影
。。
丁
寧
丁
寧
攝攝

●●盧兆熹
雨竹 攝

●●徐嘉煬
丁寧 攝

●●李尤猛
雨竹 攝

《《綠色長城綠色長城》》關山月關山月，，中國畫中國畫，，232232××396396cmcm，，19741974年年，，廣東美術館藏廣東美術館藏

《《鐵軍鐵軍》》俞暢俞暢、、張永齊張永齊，，雕塑雕塑，，100100××118118××3232cmcm，，19911991年年 中通社中通社《《崛起崛起》》黎明黎明，，雕塑雕塑，，7575××8080××2626cmcm，，19901990年年，，廣東美術館藏廣東美術館藏 中通社中通社

《《桂林暮色桂林暮色》》趙少昂趙少昂，，水墨設色紙本水墨設色紙本，，6969××103103cmcm，，19701970年代年代，，香港藝術館藏香港藝術館藏

《《魯迅像魯迅像》》潘鶴潘鶴，，雕塑雕塑，，7676××3535××4343cmcm，，19811981年年，，廣東美術館藏廣東美術館藏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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