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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人物介绍

作品与“与人民同行”主题非常吻合

收藏周刊：这次纪念关山月先生诞辰

110周年的展览，与以往的不同，集中在人

物题材方面的展示，您看完感觉如何？

林蓝：这次展览如此全面呈现关山

月先生（下称：关老）的人物题材作品，

十分难得，无论是从画里的内容，还是

其选取的角度，都与这次“与人民同行”

的主题非常吻合。

收藏周刊：这些作品，反映了关老

艺术上怎样的探索？

林蓝：关老一直具有宏大而明确的

艺术抱负和志向，时刻与国家发展和社

会大众的命运相联结。具体探索上，更

是践行岭南画派所倡导的“折衷东西，融

汇古今”的典范。他有十分敏锐的艺术

眼光，时刻能洞察到新生活里的新景象，

为表达这类新的事物，他都会通过自己

的思考、探索、提炼总结出与新题材相契

合的新技法和表现方法，形成新的图式，

每每成为供后人借鉴学习的典范。

收藏周刊：通过这次展览，的确感

觉关老的艺术又有一个新的面貌呈现

出来了，他的变化确实多样。

林蓝：如果用“变”与“不变”来形容

关老的艺术，那么，“变”的是他时刻都

在求变，笔墨无定式；而“不变”的，则是

一切的绘画灵感都从生活中来，一切的

创作都建立在写生的基础上，这是百年

岭南画学最重要的基石。

在遇到新题材的时候
需要主动做新的尝试

收藏周刊：他时刻求变的特质，是

否在岭南画派的传承中也能找到脉络？

林蓝：这一特质我们同样能在高剑父

先生的作品中感受到，高师既能将亲眼所

见的，被日军轰炸后的战场废墟等写生入

画，创作出《东战场的烈焰》；也能把篇幅

不大的，画过多次写生稿以后才创作而成

的《南瓜》画得生意盎然，并且均有着与前

人不同的崭新的视觉冲击力。两类题材

如此大的跨越，正是他们每遇到新事物都

在不停自我革新的典型体现，而对艺术家

自身则需要很大的勇气。

收藏周刊：为什么说需要很大的勇气？

林蓝：因为这实质上需要艺术家对

中国画千年传统的传承、思考与改良、发

展，中国艺术延续了六七千年，还在不停

孕育，不断吸收新的东西，不断地丰满、

不断地往前走。正因为中国艺术有着如

此久长的生命力，所以背负的东西更多，

面对的困难更多，但越有难度的东西创

造出来的意义就越大，就越厚量。同时，

这更是艺术家对自身某阶段的探索所得

的自我否定与进一步深掘，其中确实需

要很大的勇气。这也是关老的艺术给当

下的启发之一，我们这一代艺术家不能

让自己习惯于某种既得的技法效果。在

遇到新题材的时候，需要主动做新的尝

试。关老在自身宏大格局与明确方向之
下，不断地自我革新，不同的作品中，都
能感觉到他那一份勇敢，感受到他对艺
术追求的那一份真挚感情，有真挚的追
求，才不会计较小得小失。

表现了挺拔向上的英雄主义品格
传达了热情与昂扬的时代精神

收藏周刊：关老的山水题材方面，

哪幅让您最深刻？

林蓝：新中国时期，关老的《绿色长

城》开拓了岭南中国画对重大社会现实

题材的有力度的反映。在这幅作品里

面，他对大海的表现，海浪的表现，木麻

黄防风林的表现，我认为用横空出世来

形容也不为过，因为这些题材在此前几

乎没有可借鉴的典型图式。就像百年

前高师提出并践行的，要博取众长、为

我所用，只要是能够用以表现自己活生

生的现实感受的各国各派艺术，都可拿

来集于一身。

收藏周刊：要成为大作，需要具备

怎样的因素？

林蓝：一张好的作品，首先要看艺

术价值，这里就包含观念、表现技法、题

材、角度等多方面因素；第二就是社会

价值，主要是看作品与社会的联结度，

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在社会空间中

具有怎样的坐标；第三个则是历史价

值，这方面则是一个综合的体现，既是

前二者的综合，又是作品本身被社会大

众多方面评价的综合，即作品是否能够

反映时代、记录时代并与时代同行。只

有结合这三方面的价值，才能成就时代

的大作。而在我看来，关老的《绿色长

城》不但具有这三方面的因素，更重要

的还在于他倾注了不一样的情感，阳江

是关老的家乡，他对大海味道的熟识，

是大部分画家尤其是北方的画家难以

体会的，因此，《绿色长城》所代表的也

是一种开拓性的“南方美感”。支撑这

种图式的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写

生，传统的中国画，多是从临摹开始，而

关老一直强调写生，他自己也是这么实

践的。第二点就是在写生之上的，对不

同事物不同表现方式的艺术追求，因为

有这样的思想指引，从而形成了他新事

物新技法的图式。可以说，这两点也同

时构筑了岭南画学的核心，也是形成

“南方美感”的两个基点。

收藏周刊：您刚刚说，《绿色长城》

是关老山水题材的代表，那么，花鸟画

方面哪幅让您倍感经典？

林蓝：关老 1973 年创作的《俏不争

春》是其花鸟画代表作之一，作品主题取

自“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一反古人

画梅冰清孤洁之习，继承和发展了高师

的写生传统，画面丰满霸悍，黑干老辣，

繁花艳红，层层叠叠的梅枝梅花有着强

烈的实境感，以浓墨重彩，以鸿篇巨制，

表现了挺拔向上的革命英雄主义品格，

传达了热情与昂扬的时代精神。

必须步步依从真实观感
必须笔笔从自然生活中来

收藏周刊：不同地方也都提倡写生，

岭南画家的写生会不会有哪些不同？

林蓝：百年前西方文化最早在这里

上岸，中国文化从这里传出去，因此，岭

南文化从建立始就是在多元文化混融的

状态中发展起来的，是地域文化、中原内

陆文化、外来文化、海洋文化等等的融

合，一如岭南画家群一贯的创作状态。

岭南画家的写生，与中原地域多概述意

味的写“实”不同，与作为文化重镇的江

南地域多文人意绪的写“意”亦不同，无

论从创作意识还是画面样式来说，岭南

画家的写“生”，重点在写生活之“生”，写

的是可眼见可直观的真正活生生的

“生”，究其原因，似乎应源自以海洋经济

为主体的岭南地域特有的务实的平民意

识，这务求真实的态度，即平民视角。正

是由于面对自然、面对生活的这种“求

真”“求实”的态度，使得画家们从自身写

生实践里发掘、发现、归纳、总结出大量

岭南地域特有的花鸟新题材及与之对应

的新的表现手法。而这些均无古人样式

可借鉴，必须步步依从自己真实观感，必

须笔笔从自然、生活中来。

收藏周刊：在关老诞辰 110 周年的

时候怀念他，我们最应该怀念什么呢？

林蓝：作为20世纪中国画坛巨匠，关

老一生勤奋，创作出大批令人叹服的时

代经典。第一，在题材选择上，关老的经

典作品反映了中国画在20世纪的创新所

取得的成果——中国山水画表现内容的

拓展，如《江山如此多娇》《绿色长城》《新

开发的公路》等，也是中国画变革成果在

此时的一个具体表现。第二，在思想内
容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体现了艺术
家对于新中国文艺思想的肯定，以深具
分量的艺术实践集中地展示了他对艺术
服务人民的理解，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
义的结合在艺术创作上的具体展现。第

三，在艺术风格上，关老的艺术实践，展

现了新中国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与中国山

水画变革创新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激励

了我们代代中国画家，勇于对真山真水

写生，勇于开拓新的题材，勇于创新表现

形式，从而推动了岭南中国画学不断改

造，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力，展示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面貌

与深厚坚毅的民族精神，鼓舞与振奋了

广大民众受众。

同时，关老作为出色的美术教育

家，主持开创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画教学

体系影响深远。关老通过自身创作实

践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典的中国山水画

呈现图式，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形成

的中国画学经验与探索模式，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的岭南学子，从而形成了岭南

画学独具特色的教育体系，是岭南画派

精神得以延续的核心。我个人也是这

个教育体系的受惠者，包括现在的创作

与思考，我与我的同道依然遵循先生精

神不断前行，从中受益良多！

收藏周刊记者专访广东画院院长、广东省美协主席林蓝：

关山月践行写生与革新
构成中国画的“南方美感”

著名艺术家关山月先生
曾先后在广州美院、广东画院
担任过副院长、院长等要职，
从对青年学子的培养，到对专
业画家的引导，他一直不遗余
力。他不但在艺术创作成果
上丰硕累累，在创作方法上更
形成了岭南画学的范例、体
系，影响了一代代的岭南画
家，其中，广东画院院长、广东
省美协主席林蓝也是其中一
位，她接受收藏周刊记者专访
时，深入剖析了关山月先生艺
术的方方面面，她认为，关山
月践行写生与革新，构成了中
国画的“南方美感”。

林蓝
广东画院院长，

广东省美协主席。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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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现藏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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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长城》关山月

■《俏不争春》关山月
1973年 中国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