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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
大展」正在熱展中，為歷年來對
於嶺南畫派最為全面的呈現。觀
眾不僅可以品味嶺南派大師名
作，更能觀賞到新時代下承繼嶺
南畫派藝術精神的當代作品。這
些作品具備鮮明的時代特徵，正
展現出「其命惟新」的核心意
涵——在守正中創新，在開拓中
前行。
上世紀九十年代，整個中國社
會的奮發之氣凸顯，由藝術家黎
明創作的雕塑《崛起》無疑是對
時代風貌的深刻呼應。前來看展
的工程師楊佰成對這一雕塑作品
十分喜愛，他認為這一雕塑可以

明顯看出三位登山者的胸廓放大，「讓人感到經歷了一番努力登山成
功的興奮」。他認為拋去技法上的討論，嶺南派的作品在精神內涵上
也頗為注重對於時代情緒的反映。
由馮少協創作於2018年的作品《海上絲綢之路》在展區內一度吸引

了不少市民駐足欣賞。這幅作品顏色鮮明而厚重，給人以十分鮮活的
「迎風破浪」之感。楊佰成對這一作品亦表達喜愛，他指出，這一作
品將堅實的船體塑造得十分逼真，讓人可見到嶺南派大師、中國油畫
之父李鐵夫的影響。「雖然這幅畫是很新的作品，但我感覺其感染力
不遜色於早期前輩大師的作品，甚至更為強烈。」

生命力不朽 傳承中創新
在「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的現場，觀眾隨U形時間線

的迴廊穿越嶺南畫派的輝煌歷史，難免感慨一幅幅「大師之作」的經
典和持久魅力。然而，歷史之外，嶺南畫派真正的生命力更在於其
「創新」的靈魂不滅，新一代的藝術家們用自己的藝術探索不斷定義
嶺南畫派的當代影響。
藍天畫室的創始人黃振賢和學生一同在展覽的第六版塊「百花爭
妍」觀展時，對方土於2004年創作的作品《人類的朋友》評價頗高。
他向學生講解道，這幅畫的用筆看似隨意，但筆鋒中全是「控制」；
在畫面主體的邊緣，可以明顯看出嶺南畫派的「渲染」技法。他點明
很多嶺南派畫家尤擅駕馭「墨的濃淡」，在這幅畫作左側打造出的
「透」感，正是駕馭這一技法嫻熟又結合了當代技法創新的實證。
市民冼小姐在該展區觀展時表示，看過不同類型的作品後更加感受
到經典作品的可貴，她尤其被中國畫中簡單筆墨勾勒出的山水打動，
她說：「這可能是現在一些很新的作品難以做到的。」
葡萄酒從業者張兆馨表示自己一向喜歡觀賞美術作品，此次來到展
覽現場頗感驚喜，她尤為鍾愛其中一幅以大面積淡墨渲染的作品，
「當你長時間地注視，這種灰色會越來越加深。」她認為這也是嶺南
畫派作品的一大魅力，因為敢於留白，反而令人印象深刻。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當代作品呼應時代風貌
「其命惟新」日日新

「從廣東省博物館到中國國家博物館，再
到去年來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工

作，讓我有機會接觸了大量廣東人物畫。」朱
萬章表示，由於廣東在古代地域中的邊緣化位
置，廣東繪畫在整個中國繪畫史上發展得較
晚，另外人物畫相對花鳥畫來說更加弱勢，所
以廣東人物畫不在主流範圍之內，「但實際上
很多藝術家即便放在中國繪畫史上都毫不遜
色，且我們研究繪畫史必須全方位、多角度。
因此，廣東人物畫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融匯中西「開眼看世界」
朱萬章稱，廣東人物畫從明朝晚期到清代中後

期，形成了自己獨有的四大基因。第一便是畫家
比較側重於自我形象的塑造。梁元柱、鄭績、吳
榮光、蘇仁山、關作霖等均有自畫像傳世，「尤
其是吳榮光，他至少有三件自畫像作品，這在整
個古代中國美術史上都不多見。」而關作霖曾負
笈歐美，成為有史可考的首位中國油畫家，拉開
了廣東美術「開眼看世界」的序幕。至十九世紀
末，李鐵夫、馮鋼百、關良等粵籍藝術家遠渡重
洋，將西方油畫技法與中國審美精神熔鑄一爐——
李鐵夫的肖像畫凝練如詩，關良的戲曲人物畫稚
拙天成，余本的香港鄉土油畫浸潤着港島煙火氣，
共同勾勒出中國油畫本土化的早期軌跡。
第二，廣東人物畫雖晚於主流地區的發展，
但畫風與主流畫壇一脈相承、密不可分。譬如
廣東香山（今中山）畫家蔣蓮與浙江著名書畫
家陳老蓮（陳洪綬）的畫風皆十分相似，明朝
廣州畫家孔伯明則是沿襲了「吳門畫派」畫家
仇英的畫風。
第三點是歷史畫和風俗畫興盛。朱萬章指
出，當時廣東有兩位姓蘇的畫家：蘇六朋與蘇
仁山，他們二人畫人物精絕，尤其以歷史畫與
風俗畫著稱，被稱為嶺南畫壇「二蘇」。蘇六
朋的《東山報捷圖》《太白醉酒圖》《加官進
爵圖》等被後人視為嶺南畫界的珍品，其內容
聚焦在歷史題材與典故。「我曾見到的蘇六朋
作品的原件，很多高約兩三米，是被掛在祠堂
裏的，對應了嶺南地區興盛的祠堂文化。他們
不僅會掛祖宗像，歷史先賢的畫像也會掛上，

用來激勵宗族後人，這個特點就很廣東。」
第四點是西畫語境下人物畫興起。當時，廣

東還有很多來做貿易的海外商人，他們希望買
一些繪畫作品回國，但他們不太能欣賞傳統中
國繪畫，但也不希望買的是完全的西畫，所以
中國特色的外銷畫也應運而生。廣州地區逐漸
產生了一大批外銷畫家，他們大多名不見經
傳，只有少數畫家如錢納利、關喬昌（琳呱）
等人因繪畫技藝超群，得以署名，留下大量作
品，他們繪製的人物畫兼具中西風格，反映了
明清廣東人物畫的另一種風貌。

籲當代藝術家更關注社會民生
「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展出高

劍父、高奇峰、關山月、黎雄才等嶺南名家的
百餘件經典作品，展示百年間廣東美術的重要
成就。對此朱萬章表示：「像高劍父、高奇
峰、陳樹人，他們具備雙重身份，不僅是畫
家，也是革命者。」他說，「二高一陳」作為
具有先進思想與革命精神的藝術家，在繪畫作
品中常常會表現出很強烈的現實主義關懷。
他解釋道，傳統繪畫絕大多數關心的是小山

小水、閒情逸致，比較「象牙塔」，而「其命
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中「其命惟新」
這四個字便是對嶺南畫派的很好總結。
現今，更新一代的藝術家正在成
長，當代廣東美術呈現出前所未
見的多樣繁盛格局。惟有立
足於文化傳統的傳承光大，
立足於當代中國的精神體驗，
中國藝術才會具有真正的現代性，才
會源源不絕地創造活力。對此他建議：
「當代大灣區藝術家可以從嶺南名家的現實
主義作品中吸收養分，不必過度聚焦自我的情
緒，題材可以更加關注社會與民生。」
作為深圳市關山月美術館特聘專家，朱萬

章日前專程赴深圳開講「主流之外：明清廣
東人物畫的多面形塑」，此次講座剛好與
「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相呼
應，可以讓大灣區文藝愛好者通過活動深度
了解與解讀廣東美術的脈絡和歷史。

近年，隨着中國美術斷代史和區域史研究的深
入，明清廣東畫史逐步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作為從
業人員，朱萬章發現當前美術界學術視野不斷開
闊，曾經被忽視的廣東人物畫乃至文化史也逐漸受
到大家重視，「這其中，香港的學者著作及研究也
很重要。」
身為四川人的朱萬章，1992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歷
史系，他長期深耕嶺南畫史，曾在廣東省博物館、
中國國家博物館工作多年，後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擔任研究員，一直堅持明清以來書畫鑒藏與研
究、美術評論、出版、教學及展覽策劃等工作。
「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我主要是做書畫的策
展、徵集以及自己的學術研究。」他認為，當前的
工作正是對自己此前在廣東省博物館和中國國家博
物館的學術研究的延伸。來港工作後，他有機會與
美國、加拿大、法國等國家的學者頻繁、深度交
流，也看到了更多海外博物館所藏的中國繪畫，開
拓了國際化視野，也促進了相關研究的推進。
在講座之餘，朱萬章還向深圳市關山月美術館捐贈
了389冊美術圖書文獻，包括他自己的多部著作，這些
圖書已在美術館圖書文獻館上架，讀者可以到館借
閱、閱覽。據悉，此次活動為深圳市關山月美術館
「美讀之鏡」系列講座今年的第二場，而美術館6月14
日還將邀請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副院長陳彥

青主講「中國傳統藝術中的色彩」，下半年還
將陸續舉辦3期講座，有興趣的讀者可通
過「深圳市關山月美術館」公眾號預約
報名「美讀之鏡」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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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達華（華哥）除了拍戲，還潛心鑽研攝影，
更在疫情隔離期間拾起畫筆，不單成就了一幅
幅作品，更是深感洗滌了心靈，能夠更加真切
地感知一切周遭事物的美好。他提到，畫畫最
重要就是將自己的內心表達出來，雖然目前並
沒有特地拜師，所有作品幾乎都是從生活中取
材，但他覺得這樣的藝術表現才更為自然動
人。
華哥昨日來到「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

大展」，與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一同參觀，欣
賞是次展覽的作品。「除了油畫之外，水墨是
我最想要用來創作的材料，我很喜歡大自然，
想要將人與花草等放在一起畫畫。」他感慨這
個世界變得很快，因此也想將AI等科技與古典
精髓融合，「畫畫可以讓人全神貫注留在人與
自然的世界中，從而嘗試冷靜地用藝術的方式
與人溝通。」他又說，「我們每天都拿着一塊
菠蘿包出門，但如果能夠停下來，望望左邊、
右邊，哪怕關心一下鄰居，也會讓自己幸福快
樂很多。」
任達華提到自己去過很多地方，見識了祖國

大地的各種美好，「包括九寨溝的美，敦煌的
神秘……這些大自然美景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難
以留意的。」他畫畫的時候非常享受自己的創
作空間，他談到，即便是飾演一個警察，也可
以有十幾種不同的性格、演繹方式，更何況是
以繪畫來呈現呢？對他來說，這可以發展的空
間還非常廣闊。
華哥在展覽中特別喜歡兩幅畫，其中一幅是

林藍的《嶺南風情》，那是一幅色彩繽紛的水
墨畫，選取了嶺南代表豐物木棉、芭蕉、雞蛋
花和荔枝。華哥仔細拍下了畫作的細節，並且
要求與畫作合照，足見他的喜愛。他提到，接
下來自己也會以大自然作為創作的靈感，但至
於呈現怎樣的作品，暫時要保密。
參觀完整個展覽，任達華感言：「看完之後
的感受是非常震撼，天大地大、人與物的結
合，這都讓人很有幻想的空間，每一種創作的

靈感都是來自畫家的內心。」他說，「很多水
墨畫給我的感受都是既隨意，又非常有心意，
因為不同的色彩與材料都代表了不同的質感，
這些質感所表現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卻又扣
人心弦。」

展覽具四大「前所未有」
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提到：「這次的展覽有

三個前所未有的點：第一就是一次過集中了廣
東省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家，也拿出了最能夠代
表時代性的作品；第二是會展中心即便經常有
國際化的展出，但從來沒有像這次一樣做出一
個布景如此博物館式的展覽，這對於觀眾與藝
術家來說都是非常尊重的；第三則是在開幕時
我便預言，從來沒有如此有轟動性的展覽，能
夠吸引到不同的人前來觀看。」
他又補充道：「看了這幾天的傳媒報道後，

我又加了第四個『前所未有』，這是第一個每
天傳媒都有新的報道的展覽。因為有觀眾，這
種關注力就會一直持續。」
他說，粵港兩地的交流展覽越來越多，而他

也會不斷推薦本地藝術家去內地參加展覽，讓
兩地的交流繼續升華。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任達華林天行同觀展 盛讚展品震撼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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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宮館研究員解碼廣東人物畫四大獨特基因

嶺南美術 不拘一格創新潮

●黃振賢為學生講解方土的作品
《人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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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人物畫一大特點便是畫家較
側重於自我形象的塑造。圖為明朝
梁元柱《森琅公少年自畫小照》。

●蘇六朋與蘇仁山以歷史畫與風俗
畫著稱，被稱為嶺南畫壇「二
蘇」。圖為清代蘇六朋的《太白醉
酒圖》。

「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

展」近日在香港引發文藝界熱切

關注，其中，數幅廣東人物畫大

師手筆吸引參觀者的目光。廣東人

物畫在中國繪畫史上常被認為是

「主流之外」，卻在在顯現出嶺南

藝術不拘一格創新潮的志趣所在，

實是廣東美術發展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研究

員朱萬章博士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專訪，從廣東人物畫側重

自我形象塑造、畫風與主流畫壇

的一脈相承、歷史畫和風俗畫的

興盛、西畫語境下人物畫興起的

四大獨特基因出發，梳理了300多

年來廣東繪畫發展的脈絡與歷程。

他認為，明清廣東人物畫多元並

舉，結合藝術性和實用性，兼具

寫實與寫意，雅俗共賞，從而形

成獨有的藝術特色，為廣東及中

國美術的創新發展注入活力。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永愛

圖：受訪者提供

◀廣東人物畫畫風與主流畫壇一脈相
承、密不可分。圖為明朝孔伯明的《明月清
泉圖》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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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達華與林天行結伴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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