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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作为广东省博物馆近 20 年征集外销

画精品的首次集结展出，这个展览，也是

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全景式解读外销画的

专题展。

它以广东省博物馆的特色馆藏为依

托，联袂以历史绘画收藏为特色的粤港澳

大湾区多家文博机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文化局、澳门艺术博物馆、香港特别行政

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艺术馆、广东美

术馆、鸦片战争博物馆、广州十三行博物

馆、江门市新会区博物馆），遴选展品140余

件/套，呈现了 18、19世纪广州外销画家在

画艺、画技和画材等三个方面的主动创

新。它是这些外销画家们，以符合西方“中

国风”审美需求的新式艺术品，

开创了中西方视觉艺术对话与

调适的“广州时代”。展期将至

3月26日。

“何为焦点？”广东省博物

馆陈列展示中心主任、研究馆

员，该展览策展人白芳，就此对

记者表示，该问题的解读有三：

“一、中国画家学习借鉴西方焦

点透视的绘画技法，二、18-19世

纪的广州是世界贸易网络中的重

要节点，也是世界文化、艺术交流

的聚焦地，三、关于中国油画史早

期开端的一个话题焦点。”

“无名大家”林呱，为什么被称为“广州画界王子”？200多
年前的广州，在艺术史和贸易史上曾担任了怎样的高光角色？
18、19世纪广州外销画家的存在，以及更多芸芸众生的合力，
是如何在口岸社会中，共同推动了世界性发展进程的？

日前，于广东省博物馆举行的“焦点：18-19世纪中西方视
觉艺术的调适”展，正在尝试构建相关研究的焦点，展期将至3
月26日。而其同题学术研讨会，已于2月18日-19日在中山
大学历史学系永芳堂举行。

不能错过的
一级文物：
煜呱的广州港全景图

在展览中，不能错过的一件国

家一级文物，就是长达两米的油画

《广州港全景图》。煜呱创作于

（约）1845年的这幅作品，描绘了从

沙面、十三行商馆区、海珠炮台直

至大沙头附近的东水炮台一带珠

江北岸的广阔风景，羊城著名地标

光塔（怀圣寺）、花塔（六榕寺）、五

层楼（镇海楼）清晰可见。

策展人白芳，曾在其《煜呱的

广州港全景图》（2009 年）中，开篇

即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写道：“国际

罕见、国内唯一的一幅巨型中国外

销油画，历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雨沧

桑，终于从海外安全完好地回流至

广东省博物馆。”

画面采用正面取景，以较高视

角绘制，“上半部大幅空间描绘天

空，下半部宽阔的江面上帆樯云

集，中间十三行一带岸上风景呈直

线状横贯画面。该画作无论是取

景角度还是细节的精准度，都体现

出受到 17世纪晚期至 18世纪荷兰

港口风景画的影响。”

白芳在文中表示，《广州港全

景图》是清代广州口岸的外销画家

在照相机普遍使用之前，以洋画技

巧写实记录的、较当时中国其他城

市罕见的一件图像记载，“具有较

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堪称清

代广州的手绘照片，珠江版的‘清

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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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外销画看一个“广州时代”

“到 18世纪的后一段时期，规模巨大

的洲际贸易已在历史上首次发展起来。

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就已在

欧亚大陆一地区和另一地区之间贩运商

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

香精。到18世纪，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

由于新的、大批生活必需品交易的扩大而

转变为大规模贸易。”——斯塔夫里阿诺

斯《全球通史（第7版）》

广东省博物馆方面对记者介绍，18、19
世纪，广州是世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广州成为了中西

方艺术文化交流的门户和窗口。广州口岸

的外销画家，尝试采用西方的绘画技法和

绘画材料，绘制符合新时代审美需求的绘

画作品，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中西方传统审

美的新式艺术形态，中西方之间视觉艺术

的“对话”与“调适”，由此进入新阶段。

这里的“对话”与“调适”，正是贯穿本次

展览和研究的主线。而它的叙事策略，则从

“画艺”“画技”和“画材”三个维度展开。

【画艺】
展厅一进门，两位“木美人”的高俊端

庄，已吸引众多游客。身着现代服饰的拍

照女子，和这件明代晚期的国家一级文

物，袅娜呼应，再配以文物上方用裸眼 3D
效果营造的 200 年前外销画家“廷呱”画

室，一时间，画家、作品、游人，在重叠的时

光中无缝衔接。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西洋画进入珠

江口的肇始在 16 世纪（明万历年间）：先

是传教士携入西方的宗教画，后是其他途

径传入西方的世俗画。在珠江三角洲的

民间，很早就有‘洋画’出现，例如明代中

叶出现在广东新会的《木美人》，这件佚名

画作，以纯熟的西洋写实油画技法，在一

对木板上画出两个身着中国服饰的西洋

女子。”2月18日，在“焦点：18-19世纪中

西方视觉艺术的调适”学术研讨会上，文

博研究馆员、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馆员陈滢，如是介绍。

“木美人”的脸部，高鼻深目，是西洋

女子相貌，运用了西方写实绘画的明暗法

渲染立体关系，是了解中国早期油画实践

的极佳样本。

馆方介绍，从那个时候（明清）开始，

西方绘画通过宗教、政治和商业三条途径

传入中国，分别在宫廷和民间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绘画风格：“新体画”以郎世宁等宫

廷画家为代表，“外销画”则是有赖于广州

口岸外销画家所营造出的新式艺术形态。

从“老师”乔治·钱纳利，这位1825年抵

达澳门、将英国学院派绘画引入中国的第一

人，到他的弟子、后来几可与其分庭抗礼的

清代广州外销画家林呱，还有毕仕达&顺呱

画室、屈臣&煜呱画室，学院派风格影响了

一众外销画家，而后者，则在中西方的营养

浸润之下，于濒临大海的边缘/中心之双重

性质之地，展现了独特的广州“画貌”。

【画技&画材】
“画技”和“画材”，是展览继“画艺”后

的第二、第三环节。同样也是在对话中，呈

现了广州外销画家们的“调适”功力。

画技的调适，从植物画、肖像画、船舶

画、风景画和风俗画五大种类呈现。众所

周知，明清两代，在中国画坛占据主流地位

的文人写意画，是以“散点透视”的时空意

识，不求形似的造型理念，来表现出东方深

邃意境。而西方古典绘画则建立在科学基

础上，以“焦点透视”为法则，写生写实，造

就强烈立体感、纵深感。18、19 世纪伴随

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西方绘画的

技艺在华南沿海一带不断展开调适与融

合。而画材的调适，则围绕玻璃画、油画、

水彩、水粉、素描、版画等六大种类展开。

以风景画为例，在那个旅行并不方便

的年代，这种画具有特殊意义，当时来华的

西方人为了向亲友介绍游历、自我纪念、用

作科研等多种目的，或自己沿途写生，或请

当地画家绘制。“当时广州外销画家运用西

方的绘画材料，以透视法、明暗法等西方绘

画技法，绘制了大量反映岭南地区的港口

风貌、地志风景和园林景色等题材的油画、

水彩画与水粉画，呈现出中西方视觉艺术

相互交织的景象”，策展人说道。

2 广州画家：在“对话”中积极“调适”

■廷呱画室多媒体复原。“一楼”展示着油画《木美人》，
佚名，明晚期，木板油画，江门市新会区博物馆藏。

潘玮倩摄于粤博“焦点”展览现场

■菊花图（金凤毛） ，HAN SHAM
画室，约 1820年，欧洲纸本水粉，40×
50厘米，粤博藏

■“煜呱”款广州港全景图。粤博供图

近两百年前，图像是一种记载！

从珠江版清明上河图，看广州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