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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

简介

“新岭南”应是我们创作坚守的一个方向
“传承传统之精髓，要做到守正创新！”肇庆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梁善：

肇庆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梁善一直在艺术一线领域，身兼领导、教学、创作等多职，在他的引领下，肇庆学院美术学院获得
多项殊荣，去年更是成功申硕。近日，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大会在广州召开，有关文化强省的建设推进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
肇庆学院美术学院的发展，也是广东文化强省的有力见证。值肇庆学院美术学院新校区即将建设之际，梁善向记者介绍学
院独创的“多能一专”教学成果，以及自己多年来教学与创作的感悟。

收藏周刊：您在水彩、设计、雕塑和古

砚研究上成果颇丰，特别是对古砚的研究

和收藏，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古砚的研究成

果。

梁善：对水彩、设计、雕塑和古砚研究

看起来似乎差别较大，其实不然，其本质

就是对其文化背景和审美特征的研究。

我对古砚的研究比较感兴趣，是对古砚背

后的文化现象和历代文人的审美特征的

差异感兴趣。目前我对砚研究的成果主

要是出版相关专著和撰写并发表十多篇

相关论文，尤其是历代砚台形制、纹饰的

演变研究，近期将要出版一本专著《砚台

创作》，主要是提出砚台创新的各种思路

和方法。

收藏周刊：如何在繁重的行政、教学

工作中，平衡创作时间？

梁善：这得益于与许钦松先生的一次

交流讲话的启示。当时我对他也提出了同

样的问题，他说：工作忙，没有较完整的时

间创作，就如同没有一块较完整的布料做

衣服一样困扰着我们。但他从母亲可以用

一块块小的布料缝在一起成衣服中得到启

示：我们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去进行创作，逐

渐完成作品的多个部分，连起来便变成了

一幅完整的作品。我只是努力地去践行他

的这一方法，发现效果非常明显。时间如

同海绵里的水，只要挤就会有。

收藏周刊：您是否满意目前的创作状

态，未来有哪些大的创作计划？

梁善：可以说基本还满意吧，虽然工

作忙，但工作之余都能静下心来看书、探

索和创作。我还是比较勤奋的，近几年来

创作了不少作品，举办了几个联展，出版

了几本作品画集。我将自己的创作历程

分成初、中、后三个阶段。目前是初期阶

段，主要任务是学习传统，吸收传统精华，

寻找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主要是运用传

统语言进行当代创作，这个阶段已基本完

成；现在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

时候，主要特点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求

突破和创新；第三阶段的重点是创新，从

有法到无法，以更加奔放、自由的状态去

进行创作。计划先创作一批“新岭南”的

作品，即创作一批具有岭南文化基因和地

方特色的精品力作。之后会从小写意过

渡到大写意，创作的题材内容从繁至简，

作品的表现会更简练和更有艺术性。

收藏周刊：您毕业后一直在

肇庆学院美术学院从事教学工

作，您曾提出“多能一专”的理论，

您是在何种情况下提出这一理论

的？

梁善：这是基于国家艺术教育

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转变背景

下，结合我校办学性质和差异性发

展需要而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

后的艺术教育主要是精英式教育，

即培养目标主要是艺术专业精英

人才。如中国的“八大美院”，其培

养的主要目标是“艺术大师”。但

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教育已从

“精英教育”开始向“普及教育”转

变。肇庆学院前身是肇庆师专，培

养的主要是师范生，当时的师范生

教育提“一专多能”。但我经过多

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发现，高校艺

术教育做到“一专”相对容易，但

“多能”往往难以实现。目前，绝大

多数高校的艺术教育仍然是培养

“一专”为主。肇庆学院为综合性
高校，根据学校的性质和优势，并
走错位发展的道路，于是我在美术
学院提出”多能一专“的理论，以丰
富的课程体系实现“多能”，以走
“工作室”的道路实现“一专”，培养
“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善创新”
的优秀人才。

收藏周刊：从这么多年的教学

实践来看，您认为实践是否成功？

对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梁善：通过多年“多能一专”

的教学实践，成果非常明显，取得

了预期的效果。对于学生来说意

味着：1. 拓宽了知识面。原来人

才培养方案重点在专业教学，现

在的人才培养方案重点在大学本

科学生知识结构的宽度和合理

性。2. 拓宽了对世界的认知。从

只“关注专业领域”到“关注专业

在社会上的作用”，拓宽了视角，

放眼社会文化艺术，放眼全球和

宇 宙 ；3. 拓 宽 了 创 作 思 维 和 手

段。每年的毕业创作/设计作品

展，是办学成果的最好说明。如

果说以前的毕业创作/设计作品

是花园中几种花的亮丽，目前则

是百花盛开，争妍斗艳，生机无

限。其创作构思、表现手法、材料

运用、呈现方式……等非常灵活，

真是异彩纷呈，学生学习的能动

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的释放。

收藏周刊：去年 7 月，肇庆学

院美术学院获教育部公示拟新增

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教育、电子

信息、艺术等三个学位点成为拟新

增硕士学位授权点，这对学院的发

展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

梁善：这是学校办学层次的提

升，将会对学校发展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要办好硕士点就必须有

过硬的师资队伍，高水平的科研成

果，突出的社会服务能力以及较好

的教学、科研场所等，这将在高水

平人才引进、办学条件的升级、学

科专业建设的加强、办学水平的提

高等方面得到全方位提升，将促进

高校更好、更快发展。

收藏周刊：你近两年提出新的探索方向

“传统风骨，岭南情怀”，能否诠释何谓传统风

骨？何谓岭南情怀？

梁善：传统风骨：本人认为从事中国画学

习和创作，应继承中国画的优秀传统，传承传

统之精髓，要做到“守正创新”。在传承上既有

技法层面的，更有精神层面的。岭南情怀：本

人作品题材内容多为南粤景物，表达岭南文化

背景下艺术的独特样式，具有“灵、秀、润、鲜”

的特点。一方面表达自己对岭南情有独钟，另
一方面则表达自己作为生长在岭南画家的责
任与担当，用作品来表示对养育我的南粤大地
之深深感恩和崇高敬意。

收藏周刊：您曾经做过许多“辛勤耕耘，

不问前程”的实验，包括艺术和教学，请简单评

述近年来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梁善：人生是一次重要的生命旅程，对于

个体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因此，过程往往比结

果重要，沿途愉快地观看风景，比到达目的地

更重要。人生看准方向后，只要辛勤耕耘就

行，至于结果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努力，所以

结果往往都较好。而且，不少情况是“无心插

柳柳成荫”，付出后只要“静待花开”便好。因

为辛勤耕耘，我被学校评为“教育十佳”、“科研

十佳”、“首批杰出学术带头人”、“肇庆市拔尖

人才”，被省评为“南粤优秀教师”等。

收藏周刊：多年的一线教学工作，对您的

艺术创作起到什么作用？

梁善：教学相长。通过几十年的教学和管

理工作，逐渐深刻理解高校的办学理念、办学定

位、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性，还有与之相匹配的

教师队伍、教学实验条件、学科专业建设、课程

体系构建、教学方法手段、科学管理等。然后是

观察办学效果和学生成长成才的情况。结论是

每所学校都有其自身条件，每位学生都有各自

的特点和长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是办学的关

键。艺术家创作也一样，艺术家应了解社会，了

解自己，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艺术创作模式，是艺

术家成功的重要保证。这就可以理解我作为岭

南的画家，提出并践行“新岭南”的原因。

■何志学《请龙王》
指导老师：李刚

梁善 毕业于广州

美术学院。现为肇庆学院

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

生导师，设计学省级特色

重点学科带头人。

2022届肇庆学院美术学院毕业设计展学生作品

艺术家应了解社会了解自己

与许钦松的对话对我有启发

■黄仁铿、何进侠、蔡冰钰、梁绮婷
《修竹风清》
指导老师:王锡斌、韩朝晖

■《秘境》黄妍
指导老师：杨帅军

■梁艺《聿怀深音》
指导老师：梁善

■梁善 岭南佳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