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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呼吁国画变革第一人

1898 年 戊 戌 维 新 变 法 失 败
后 ，康有为流亡国外 ，于 1904 年
至 1908 年游历欧洲 ，其中在意大
利的游历对他的艺术思想影响极
大 ，并对中国绘画形成了 “吾国画
疏浅， 远不如之。 此事亦当变法 ”
的国画变法思想雏形。

1917 年， 在参与张勋复辟失
败后， 康有为躲入美国公使馆 ，五
个月足不出户，根据从上海家中邮
来的藏画目，在长卷宣纸上书写出
一部近 1.5 万字的 《万木草堂藏
画目》。 他在藏画目序言中思考传
统中国画的弊端问题 ，发出了 “中
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感慨。

《万木草堂藏画目》前有序 ，后
有跋 ，中间分论历代绘画 ，其中序
言是康有为变革中国画的主要观
点所在。 在对历代画作的评论中 ，
他不时以欧美绘画为参照对象 ，提
出国人应该学习西洋绘画法的写
实主义，合中西画学的精华而融通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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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坛续有才人出
一代风骚在岭南

与时代变迁相呼应的艺
术探索并非偶然。事实上，梳
理广东美术史， 我们可以清
晰地看到， 在每一个历史时
期， 广东美术家们都在有意
识地对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进行探索。

20 世纪 20 年代起，广东
画家与欧洲表现主义有了“第
一次握手”，以关良、丁衍庸、
吴子复为代表的广东画家结
合中国的写意传统展开了探
索，超越前卫与保守，呈现前
所未有的表现力，至今仍深刻
影响着中国画坛的艺术创作；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
代，广东美术在国、油、版、雕
等不同领域都创作了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作品，造就了新中

国美术史上的“广东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思想解放带来了艺术创作的
空前活跃， 广东美术开始更
多关注未来及国际艺术发展
趋向， 探索中国民族美术与
现代国际思潮的融合创新，
还提出了“后岭南”概念，为
新时期广东美术的创新发展
奠定观念基础。

“广东美术家非常善于
从时代、 生活中汲取创新元
素， 还善于吸收外来成果进
行深度转化， 总能创作出与
时代相呼应的作品。 ”许钦松
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广东
美术数度引领中国近现代美
术转型，“创新始终是广东美
术与生俱来的核心精神。 ”

羊城晚报：一说起近现代广东
美术， 很多人都会想到岭南画派 ，
对此您怎么看？

许钦松： 提起近现代广东美
术，必然绕不开岭南画派，但仅仅
有岭南画派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20 世纪上半叶， 广东美术在救国
救亡等历史背景下，历经了一连串
激烈的动荡与变化，逐渐形成了传
统美术、西方美术和新兴美术三大
板块并存的态势，也构成了百年中
国美术的基本形态。

如在中国画方面， 出现了以革
命的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改造
中国画的“岭南画派”；在版画方面，
出现了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标杆式人
物黄新波、古元、李桦等；在雕塑方
面，出现了李金发、郑可等先行者；
在美术教育方面， 则有郑锦和林风
眠……在中国美术从传统转向现
代，吸纳外来艺术的过程中，广东美
术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 成为
中国美术向现代转型的“助推器”。

羊城晚报：回顾梳理二十世纪
的广东美术史，对当下有什么现实
意义呢？

许钦松：梳理广东美术过去一
百年的发展史，我们看到，广东美
术始终与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程
紧密相连，无论是西画社团倡导的
洋画运动、岭南画派发起的国画革
命， 还是新兴木刻运动的蓬勃发
展、新中国美术的建构探索、改革
开放以来的创新突破，广东美术工
作者在每一次革新中都致力于中
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
未来、走向未来。 如今，我们依然
要高举广东美术革新的旗帜，更好
地诠释“革新”“现实”“兼容”的广
东文化精神，这符合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
内涵。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
行地，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文化
艺术上也是如此。

羊城晚报 ：在您看来 ，广东美
术未来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主题？

许钦松：我们现在有两个指向，
第一个是回归传统， 特别是近十几
年来对传统高度重视， 并且是从一
种无知的状态进入到自觉的状态，
这是一种特别明显的不同； 另外一
个，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中
国的文明成果不仅向中国人展示，
还要向外国人展示， 如何讲好中国
的故事， 并使外国人也能接受？ 未
来， 我期盼广东美术能够继续领时
代之先、走变革之路，使广东成为重
要的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美术平
台，成为世界美术交流互动的高地，
传承中华文化，兼容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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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革新旗帜
诠释广东文化精神

广东美术要重视传统，
更要领时代之先，讲好中国
故事

1983 年，一个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展览在香港大学冯平山
博物馆甫一开幕， 便轰动海内
外。 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吴作人更是赞叹道：“岭南四
家，荟萃一堂，叹为观止。 ”

这个展览，展出的是由四位
岭南画派名家———赵少昂、黎雄
才、关山月、杨善深的 130 幅合
作画。 这种在构图、章法上全凭
默契，在不同时空进行创作的方
式，在画史上堪称“前所未有”。

这批作品随后展开的一系
列海内外展览，也唤起各界对岭
南画派的关注：从高剑父、高奇
峰、陈树人等人主张“折衷中西、
融汇古今”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 广东画坛几度领时代之先，
涌现出大量具有革新精神的美
术作品，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上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在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近现
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看来，
美术得时代风气之先，“岭南艺
坛百年来波谲云诡的发展轨
迹， 内在逻辑与大转型的时代
是一致的。 ”

合作画的作者赵少昂、黎
雄才、关山月、杨善深当时分别
居住在穗港两地， 给他们充当
“鸿雁”的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
社秘书长的杨奇。

据杨奇回忆， 第一批合作
画是由在香港的赵少昂和杨善
深在宣纸上先行命笔、 勾画局
部， 再送到广州由黎雄才和关
山月补画。 四人先后落墨，却
互相心领神会。“从每幅作品
的局部来看， 四位画家有着各
自的风貌， 但在整体上又体现
了一个完整的意境， 给人以一
气呵成、浑然一体之感，且一百
多件作品几无雷同， 非常难
得。 ” 岭南画派纪念馆常务副
馆长韦承红这样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 韦承红所
服务的岭南画派纪念馆， 也与
这四位画家的合作有莫大渊
源———此番合作后， 四位画家
便萌生了为岭南画派建立纪念
馆的想法。

时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
系主任梁世雄参与了共同筹建
纪念馆事宜。 据他回忆， 以画
派命名的纪念馆当时在国内尚
无先例。 作为中国唯一公立的
以画派命名的纪念馆， 岭南画
派纪念馆被外界视为岭南画派
的精神家园。 在该馆工作了近
20 年的韦承红告诉记者，岭南
画派从未局限于岭南一隅，它
更像一种思潮，“其核心特征是
革新精神， 终结了广东绘画以
输入和接受为主的历史， 引领
中国美术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
型， 影响远远超越了地域和时
空的限制”。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
西文化的冲突，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美
术界不仅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古今’
问题，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西’
问题。 ” 广东美术馆研究馆员王嘉对
这段历史有过深入研究， 他指出，在
西风东渐、 文化冲突融合的复杂过程
中， 广东画坛逐渐形成了西化派、国
粹派、融合派等百家争鸣之格局。

“当时‘二高’积极主张‘折衷中
西、融汇古今 ’以革新中国画，很快
就在广东画坛崭露锋芒。 ” 王嘉称，
几乎与岭南画派强劲崛起的同时，广
东画坛出现了一种国学回归潮，以维
护传统中国画为宗旨的赵浩公、卢振
寰等画家于 1923 年组成了“癸亥合
作画社”， 随后扩充为“广东国画研
究会”， 鼎盛时期会员多达数百人，
与“二高一陈”为首的“新派”形成分
庭抗礼之势。

“新”“旧” 双方一系列短兵相接
后，于 1926 年的越秀山游艺会正面交
锋：因不满主办方将“新派”作品另辟
一室， 高剑父的学生方人定在报纸撰
文《新国画与旧国画》，贬斥旧派画家
因循守旧， 随后黄般若代表国画研究
会奋起还击， 拉开了围绕中国画革新
而持续 40 年之久的笔墨论战序幕。

后人回顾这场论战时不难发现，
两个画派实际上相互补充地构成了广
东画坛的基本面貌：“新派” 疾呼革
命， 向外寻找参照与借鉴；“旧派”强
调中国画的独特性， 试图证明西方现
代艺术的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向
传统本身寻找内在的变革。

“当时的大背景下，发生在广州
的这场新旧之争其实也是当时中国
画坛冲突的缩影。 ”王嘉指出，对传统
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思考和对西方绘
画的认识，促进了中国画的变革与发
展，这个影响不仅仅在广州，更是辐
射了全国。

“广东美术创作始终紧
随时代步伐， 体现着特殊历
史时期艺术家的正义和良
知。 ”在广东省文联主席许钦
松看来， 广东画家始终站在
时代的潮头， 推动中国美术
向前发展。

抗战时期，以黄新波、李
桦等为代表的广东画家，以
刻刀为武器，响应鲁迅于 20
世纪 30 年代倡导的新兴木
刻版画运动， 成就了广东革
命美术浓墨重彩的一笔。

彼时， 作为中国木刻运
动的主流阵地， 广东版画在
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地位举
足轻重。 史料记载，参加由鲁
迅筹划创办的中华木刻讲习
会的， 三分之二以上是广东
人 ；1934 年 10 月出版的中
国新兴木刻的第一本选集

《木刻纪程》， 全书 24 幅作
品，大部分作者是广东青年。

作为新兴木刻的中坚力
量，1934 年至 1937 年间，李
桦在广州组织成立“现代版
画创作研究会”，代表作品如
赖少其的《纳凉》《饿》、李桦
的《怒吼吧，中国》，在当时引
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抗战木刻之外，该时期
在广东画坛大放异彩的还
有抗战主题漫画。 代表人物
当数廖冰兄。 1938 年 2 月，
广州市长堤青年会展出了
200 多幅廖冰兄抗战连环漫
画，系统而又通俗地阐述为
什么必须抗日、 如何抗日、
如何争取胜利 ；1938 年秋 ，
为向民众宣传中国必胜日
本 ，廖冰兄又绘制了《抗战
必胜连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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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绿色长城》

2017 年 ，
“ 其 命 惟
新———广东美
术百年大展 ”
梳理广东美术
百年发展史

岭南画派纪念馆奠基（资料图片）

折衷中西，融汇古
今，广东画人与时代相
呼应，探索中国美术的
新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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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余年的酝酿 、打磨 ，我国首
部规范政府投资的行政法规终于正式
出台 。 日前 ，国务院印发 《政府投资条
例 》，对政府投资的概念 、范围 、主要原
则和要求 ， 以及政府投资决策程序 、管
理和监督等均做出明确规定。 该条例自
7 月 1 日起施行。

政府投资是社会投资的重要组成
部分 ，特别是在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建
设等领域 ，政府投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过去，由于缺乏综合性的行政法规，
在政府投资领域出现诸多弊端与漏洞 ，
备受舆论诟病。 如有的重大投资缺乏科
学决策 ，由主管领导 “拍脑袋 ”一人说了
算。 在唯 GDP 论的理念主导下，有的地
方大搞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 。 这不仅造
成大量财政资金浪费 ，也导致 “吃工程 、
吃项目”等腐败现象丛生。

凡此种种 ，都影响着政府投资的作
用发挥 ， 造成政府投资的低效与不规
范 。 因此 ，政府投资条例的颁布意义重

大。 它标志着政府投资行为将纳入法治
化 、规范化轨道 ，令政府的投融资有法
可依 、有法必依 。 对那些超越政府投资
审批权限或对不符合政府投资范围的
项目进行投资者 ， 不但可行政追责 ，亦
可追究法律责任。

有关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规定近
年各地陆续也有推出 ，但这些措施多散
见于各种文件和规章中 ， 缺乏统一性 ，
有些规定政出多门甚还相互抵触 ，造成
认识和管理混乱。 此次政府投资条例整
合吸收了以往有些规章的长处 ，并增设
诸多条款 ，不仅更加权威 ，且亮点颇多 。
譬如 ，明确政府投资以非营利性的公共
领域项目为主 ，不与民争利 ；又如 ，明确
规定政府投资不得违法违规举债 ，不得
让施工单位垫资等 ，就有很强的现实针
对性，可有效防范政府的债务风险。

多年来 ，政府投资领域出现的一些
问题 ，固然和缺少法规规范与严格监管
有关 ，也与政府投资没有明确界线有很
大关系 ，政府投资范围有多大 、哪些该
投、哪些不该投等，均无明确界定。 在一
些地方 ，“政府投资是个筐 ，啥都可以往

里装 ”， 甚至出现政府投资与民争利的
现象 ，严重压抑和挫伤了民间投资的积
极性。

此次条例科学界定了政府投资范
围这一核心问题 ，明确政府投资资金应
主要着眼于社会公益服务 、公共基础设
施 、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保护 、重大科技
进步 、社会管理 、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 ，
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 这既是政府投资
的价值回归 ，亦是未来政府投资必须恪
守的基本原则。

投资皆有逐利性 ，但政府投资的偏
好须主要放在社会效益上 。 这是因为 ，
政府是社会的管理和服务者 ，又是权力
和公共资源的拥有者 ，其职责定位都决
定了政府投资须主要体现在公益性上 ，
体现在为社会大众谋福祉上 。 正因为
此 ，政府投资不得越界 ，亦不能任性妄
为 。 权力任性加上无约束的投资冲动 ，
其后果便是公共财政的满身 “窟窿 ”和
遍地 “烂尾 ”。 由此而论 ，条例也是要把
政府投资连同权力一道 “关进笼子里 ”，
令其用得其所 ，而不是在市场上胡冲乱
闯 。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如何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5 月
5 日 ，省教育厅官网公布 《广东省进一
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
益的实施方案 》 (以下简称 《方案 》)。
《方案 》透露 ，广东将全面建立生均拨
款制度 ，自 2019 年起实施全省学前教
育和公办普通高中生均拨款制度 ，到
2020 年全面落实各级公办学校生均经
费基本标准和生 均 财 政 拨 款 基 本 标
准，并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 《方案》
还提出 ， 将逐步实现临聘教师与公办
教师同工同酬。

去 年 8 月 ，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
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 》，明确提到 ，要
建立健全国家教育标准体系 ，科学核
定基本办学成本 ，全面建立生均拨款
制度 。 到 2020 年 ，各地要制定区域内
各级学校生均 经 费 基 本 标 准 和 生 均
财政拨款基本 标 准 并 建 立 健 全 动 态
调整机制 。 因此 ，广东省全面建立生
均拨款制度 ，是对国务院相关意见的
落实 。 全面建立生均拨款制度 ，是稳
定财政性教育投入的重要机制 。 要全
面建立生均拨款制度 ，一方面 ，要进

一步强化省 级 财 政 对 基 础 教 育 的 统
筹 ，另一面 ，要树立 “公办 ” “民办 ”一
视同仁的理念 。

从生均拨款概念看 ， 生均拨款按
学生 “人头数 ”保障了对学校的投入 ，
从学生角度看 ， 也体现每个受教育者
享有一样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 。 从
道理上说 ， 一名学生不管在公办学校
读书 ，还是在民办学校上学 ，都应享有
一样的财政拨款。 因此，建立生均拨款
制度 ，也可明确财政对民办幼儿园 、民
办中小学的拨款 、补贴标准———注意 ，
这不是补贴给学校 ，而是给每个学生 ，
生均拨款 （补贴 ）应抵扣部分学费 ，以
此降低学生上民办幼儿园 、 中小学的
学费。

我国在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
均公用经费标准时 ， 就已经明确将民
办学校学生纳入 ， 要求民办学校学生
免除学杂费标准按照中央确定的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执行 。 这就体现了
“公办 ”“民办 ” 一视同仁的公平原则 ，
在建立生均拨款制度时 ，民办学校 、幼
儿园学生也应纳入。

据报道 ，广东 《方案 》明确 ，各地

要严格 落 实 公 办 幼 儿 园 和 普 通 高 中
生均拨款制度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
政补助政策 ，这已经把普惠民办幼儿
园 ，以及所有普通高中都纳入 ，但尚
未把非普惠幼儿园纳入 。 从促进所有
幼儿园平等竞争 、让所有受教育者享
有一样的生均拨款 （补贴 ）看 ，今后对
于上营 利 性 民 办 幼 儿 园 的 适 龄 儿 童
也可给予生均补贴 ，基本的做法就是
实行学前教育券制度 ，把生均拨款作
为学前教育券 ，适龄孩子拿着学前教
育券可 选 择 公 办 幼 儿 园 、 普 惠 幼 儿
园 、 民办非营利性非普惠幼儿园 、民
办营利性幼儿园 。

建 立 生 均 拨 款 制 度 是 改 革 教 育
经费保 障 机 制 ， 进 一 步 扩 大 教 育 公
平的过 程 。 推 动 各 级 教 育 高 水 平 高
质 量 普 及 是 《 中 国 教 育 现 代 化
2035 》部 署 的 重 要 战 略 任 务 之 一 ，建
立 生 均 拨 款 制 度 ， 就 是 建 立 确 保
“ 实 现 各 级 教 育 高 水 平 高 质 量 普
及 ”目标的投入保障机制 。 可以说 ，
这 是 实 现 教 育 现 代 化 的 基 础 性 工
程 ，必须做实做好 。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建立生均拨款制度
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政府投资不与民争利
应是基本原则

□阅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