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

梁世雄
1933 年生，广

东省南海人。 广州
美术学院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 曾
任广州美院中国
画系主任、岭南画
派研究室主任、岭
南画派纪念馆副

董事长，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 出版有《梁世雄画选》《黎
雄才、 梁世雄访日画集》《岭南画学丛
书———梁 世 雄 》 《 中 国 当 代 名 家 画
集———梁世雄 》《梁世雄绘画六十年 》
《梁世雄书画集》《搜妙创真———梁世雄
山水写生作品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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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画派之藩篱
吸纳其他美术门类的长处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广东省文
联主席、 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李劲堃在致
辞中表示，梁世雄是当代岭南画坛之耆
宿，作为新中国美术学院教学体系培养
出来的第一批中国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的传
承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个人独特
的艺术经历造就了他雄强雅正的艺术
面目， 在继承岭南画派画学精神的同
时，又能突破画派之藩篱，以更为开阔
的胸襟和视野，吸纳其他美术门类的长
处，并将之融合进自己的艺术当中。

与此同时， 作为岭南画学教育的重
要传承者，梁世雄笔下的武钢工地、闸坡
写生、 广东水乡及珠江等系列写生真实
反映了梁世雄作为青年骨干教师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深入生活，表现现实，教
学、创作一体理念下的个人艺术实践。 20
世纪 70 年代描绘南海油田、西沙、农讲
所、 遵义会议旧址等主题性创作及相关
速写手稿， 全面反映了当时美术创作由
收集素材、提炼主题，到生成作品的全过
程， 是特定时代下主题性创作的精品力
作，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真”。

五代荆浩《笔法记》提出“搜妙创真”
的创作心得，强调画家对自然景致的微妙
观察，并最后转化为自身的笔墨语言和理
想意境。 作为画家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转化
方式， 被石涛进一步实践和阐发概括为
“搜尽奇峰打草稿”。 近代以来，这种对自
然的态度，被理解为一种以“写生”为手段
的创作路径而被广泛采纳。 岭南画派作为
近现代中国画流派中最强调写生的画派，
在转入现代学院教育中，也将这一传统作
为重要的学科训练纳入教学体系。

梁世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脉
络与背景中，身体力行，大量为创作收
集素材的写生稿及在现实写生基础上
提炼出的主题创作，构成了他艺术成就

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梁世雄就曾

多次赴黄山写生，并绘制大量速写和水
墨写生，他所绘黄山，在充分发挥岭南
画派写实优势的同时，更将单纯的水墨
语汇及东方诗意高度融合，赋予了传统
山水主题新的活力。

1965 年，梁世雄随中央代表团赴西
藏访问了山南、藏北、亚东等地区，创作
了大量速写，成为日后大量西藏题材创
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和生活基础。

为祖国山河绘新篇
是中国画家表现山水的创作动力

师承与家学是大家认识梁世雄艺术
成就的起点。 他的求学经历和新中国的
美术学院教学体制息息相关， 这也使他
转益多师，不拘泥于一派一家，故而可以
中西兼容， 博采南北。 作为著名考古学
家、文字学家容庚先生的爱婿，梁世雄得
以从容氏丰富的古书画收藏中， 吸取所
需， 使得他有着更为丰厚的传统艺术涵
养。 展览呈现梁世雄早期作品及与师长
关山月、黎雄才等名家交往的酬唱之作，
以及他临摹学习容氏收藏画作和翁婿交
流互动的相关文献， 呈现其师承和家学
的各个方面，作为展览的序引。

为祖国山河绘新篇是新中国以来
中国画家表现山水的创作动力。 梁世雄
对于江山胜境的描绘既是发自内心地
对祖国山河的讴歌，更是对前人足迹的
一次自我探寻， 从而达到艺术上的超
越。 梁世雄笔下的山水包括长江的江峡
归帆、黄山的松石云霭、南海的热浪椰
风、新疆的苍茫胡杨、西藏的雪域高原、
岭南的榕荫故乡等，不难想象这是一种
有宏大构思的对江山胜迹的描绘，也是
在新中国美术背景下对传统笔墨语言
的变革性实践。

2003 年，古稀之年的梁世雄，远赴
新疆及中蒙边境收集素材，创作了大量

表现胡杨林的巨作。 作为祖国西南、西
北的边疆景观，其雄奇瑰丽、浩瀚恢宏
非传统技法所能揽括，梁世雄正是通过
深入生活的探索实践，完成传统中国画
语言对于题材表现上的突破，从而进一
步拓宽了现代中国画的表现和图式变
革，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两位前辈老
师关山月、黎雄才西北纪游写生的进一
步开拓。 由此，雪域高原与浩瀚荒漠作
为传统山水所罕见的题材，也促成了梁
世雄在山水画创作实践极具开创性的
系列母题。

创作了个人面貌突出的江峡图景

除了崇山峻岭、 大漠高原之外，大
江大河也是梁世雄创作钻研的课题，长
江一直以来都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的
对象，也是画家们追摹与表现的重要题
材。 面对长江三峡题材，不同的艺术家
通过各自的思考和实践，来探讨中国画
笔墨的传承与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梁
世雄亲赴长江三峡，沿途写生，在充满
文化沉淀的长江主题上，他既采用了岭
南画派独有的写生手法，又重视自然山
水的本来结构和笔墨趣味，创作了个人
面貌突出的江峡图景。

珠三角水乡的葵树、榕荫、蕉林、鱼
塘以及海岛上的椰风，海峡对岸丰茂壮
丽的山峦，无不入画，故乡之情，到祖国
之爱，溢于毫素之间。 他对珠三角景观
的描绘，让观者深深地感受到融化在梁
世雄山水中的那种温馨的人情味 ，同
时，也看到了他早年作为一位杰出的人
物画家，对于温润芬芳的生命意识的延
续和升华。 与此同时，如何在笔墨实践
中将以华北、江南地貌为标准的传统山
水画语言转换为与岭南地貌相适应的
山水画语言表达———即岭南画家以何
方式实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梁世
雄在岭南山水的描绘中， 某种程度上，
正是对这一古老命题的回应和实践。

“岁月雄风”梁世雄个展深圳隆重开幕

李劲堃：梁世雄的艺术历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从故乡之情，到祖国之爱，溢于毫素之间，梁

世雄的作品让观者深深地感受到融化在山水中
的那种温馨的人情味和对于温润芬芳的生命意
识的延续和升华。 日前，“岁月雄风———梁世雄中
国画艺术展”在关山月美术馆展出。 中国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
李劲堃表示，梁世雄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
体系的传承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艺术历
程和成就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展览现场，梁世雄向关山月美术馆捐赠了
20 件 / 套作品，予以永久收藏。 梁世雄笔下的山
水无论是为祖国河山立传的江山胜迹，还是世界
各地异域风光，都体现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传统
笔墨语言的变革性实践。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农讲所颂 梁世雄、蔡迪支、林丰俗、陈章绩合作 1977 年 广东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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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林秋晓 1960 年 广东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