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致甜蜜的生活——二十世纪以来岭
南风物研究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展览以“岭南

佳果”题材创作为缩影，彰显岭南地区独具特色的风
土人情，展现广东近年来在乡村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
取得的骄人成就。

展览分为“珍果初熟”“硕果累累”“桃李新
风”“悠悠乡情”四个单元，邀请了来自广东及
国内的艺术名家进行创作，同时结合馆藏作
品一同展出。共约120件作品参展，作品
种类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及综
合媒材等。展览将展出至2月23日。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广东美术
馆馆长王绍强表示，广东美术馆在
开春之际举办该展作为贺新年
大展，希望通过艺术的方式呈

现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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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常被用于祥瑞、镇守等功
能，成为威武、力量等象征符号。醒
狮是广州民众熟悉的传统喜庆活
动，最初名为瑞狮。每逢节庆，特别
是春节，民间多以醒狮助兴，长盛不
衰，历代相传。但在20世纪初期，狮
子却成为被“唤醒”的对象，以印刷
品及各式绘画、工艺品的面貌出现
在革命派画家的笔下。

研究者指出：“在清末民初的反
清斗争中，佛山醒狮就是一面旗
帜。”为什么说醒狮与唤醒中国有密
切联系？我们可以在《时事画报》里
找到一些案例证明。

1907年第五期的《时事画报》上
有一幅狮子图画，形貌、舞法与今天
所看到的醒狮表演并无明显差别，
图画的主题是当时广东新式运动会
的盛况。画面正中央的舞台上有二
人舞动狮子，旁边有一个旌旗，上面
写了两个字“瑞狮”。图画上的一则
粤语题跋以“狮醒未？”三个字在开
头发问，然后描述狮子占据神州大
地，生龙活虎，形象威武，调侃它的

大张声势。后又讽刺这头狮子是纸
糊的假狮子，只不过供人捧着狮子
头戏耍，毫无还手之力。有趣的是，
图中旌旗上书写的“瑞狮”二字，在
粤语中的发音正是“睡狮”。能完美
地体现出“醒”和“睡”之间的不同状
态，也许再也找不到比舞狮更加符
合要求的了。由此可见，这张图中
的舞狮已经具有被唤醒的意义。

1908年第五期的《时事画报》封
面上也画有一头狮子，这只狮子像猫
一样蜷缩成一团，耷拉着耳朵，紧闭双
眼，睡得正酣，似乎正身处美好的迷梦
之中。这一形象完全失去了狮子所特
有的威武和尊严。画中还有一个小孩，
把一颗红色大鞭炮放置在睡狮头部的
左边，左手抓起耷拉在狮子耳朵上的鬃
毛，右手即将点燃鞭炮，似乎想要以此

“炸”醒狮子。这张图将生动活泼、威风
八面的狮子，画得暮气沉沉、萎靡不振，
直接显示其用意：呼唤民众，警醒中国。

《时事画报》是20世纪初的一份
革命性极强的旬报，于 1905 年创刊
于广州，主要编辑潘达微、何剑士、

高剑父、陈垣等人都是与革命派关
系密切的热血青年。由此可见，20
世纪初期的《时事画报》以画叙事，
在其出版发行的过程中，形成了一
套自己的符号系统，利用狮子这一
符号传递丰富的内涵。

（文字源自 1 月 19 日和美
术馆“万物静默如初，世间并非
你所见”学术论坛活动。
整理：福袋）

赵少昂 黎雄才 关山月 杨善深
《美蔬佳果》

讲演录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郭伟其谈《时事画报》中的醒狮图像

百年前的广东醒狮另有深意

广东美术馆贺新年大展“致甜蜜的生活——
二十世纪以来岭南风物研究展”举办

赏岭南佳果
致甜蜜生活 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中，

王肇民值得一书再书。林
墉就曾说，在广东画坛够格
称得上是“大师”的，就是王
肇民和李铁夫。

王肇民的水彩画恐怕
是最突出的。杨小彦称他
为自西画进入中国以来而
自成体系之第一人。他将
民族风格与西方色彩熔于
一炉，具有独一无二的“震
撼人心的伟大风格”。在他
同辈人中、上一辈人中、甚
至下一辈人中，能做到那种
程度的，确实极少。

水彩画从来就不是一
个热门画种，但王肇民秉持
着“人皆不学，我固学之”的
态度，将瓶花、静物、蔬果等
人们所熟知的水彩画题材，
画出了独有的坚实、浑朴又
充满意境的美感。他用在
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工具，
营造出拥有“国画的笔法、
油画的色彩、素描的功力、
诗的境界”的绘画风格。

欣赏残缺的美，是另一
种审美境界。世人天然喜
欢繁花杂锦，艺术家在选择
创作对象时，通常更多地展
示世间美好的一面。但在
王肇民的作品中，可见不少
残花败果。他在这些美的

“反面”中，看出、也画出了
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质地和
特性。 （朱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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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本土蔬果创作
得天独厚

岭南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佳
果殊盛。苏东坡初到岭南，便有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
第新”的感慨，更以“日啖荔枝三
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
使得岭南荔枝名满天下。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岭南
佳果不仅与岭南人的生活息息

相关，更成为岭南精神文化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岭
南地域的历史变迁。

瓜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
意吉祥的概念由来已久，并发展
成为一个持续了数千年的艺术
主题。瓜果题材的作品饱含着
无尽的生命气息与绵绵的生活
气韵，传递着丰收的愉悦与耕耘
的艰辛，因此，成为人们追求幸
福生活美好愿景的缩影。

尤其在“以花为衣”“食香衣

果”的岭南，一年四季绿意盎然、
果香四溢的自然环境，为岭南地
区本土蔬果画的形成和发展，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给予
了画家大量可供描绘的素材。

本次展览综合研究了自上
世纪以来岭南地区的历史风物
与人文观念，涵盖了居廉、居巢、
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赵少
昂、关山月、黎雄才、王肇民、杨
之光、林丰俗等艺术家的经典作
品。还特邀郭莽园、陈永锵、方
楚雄、梁如洁、李劲堃、王永、黄
唯理、张彦、方土、周正良、郑阿
湃、林蓝、许敦平、张演钦等艺术
家进行主题创作，是对岭南人文
艺术创作进行的一次较为全面
的梳理。

岭南画派或与西方
博物图有联系

从美术史来看，无论是中国
还是西方，艺术题材从精致的人
物肖像到宏阔的山水风景，直至
聚焦充满自然和生活气息的花鸟
瓜果，视觉物象的象征意义与表
达方式皆发生了观念性的改变。

自19世纪以来，岭南画派以
“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理
念，和别开生面的绘画风格崭露
头角，成为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
一环。一些学者提出猜想，岭南
画派的作品受到了西方博物图
的影响。

此次展览展出岭南著名画
家居廉的《石榴团扇》以及居巢
的《枇杷图》。画中既有传统艺
术的笔墨，也可从细节中感受到

岭南艺术家“得风气之先”。李
伟铭、蔡涛等近现代美术史学者
曾提出，居廉画中花卉、昆虫结
构皆描画精细，就像博物图一般
剖析物体结构。这很可能与西
方博物图在珠江三角洲的早期
流播有联系。

他们认为，居廉的交游圈中
既有文人绘士，又有大量的十三行
行商客人，还有行商的后人作弟
子，如伍德彝。这些人很有可能接
触过博物图相关知识或图像，其审
美取向或许也受到影响。

蔡涛认为：“居廉有可能受
到他们的影响，改革其画技与绘
画观念。以此推测，居廉创新的

‘撞水、撞粉’技法与结构细节描
绘的表现方式有可能与外来的
博物图相关联。”

岭南画派重要人物陈树人
的作品《家园秋趣图轴》描绘了
一个硕大的冬瓜，但只截取蔓藤
和冬瓜的一角，以黄金分割的构
图置于图幅中部。冬瓜以排笔
蘸淡绿所写，瓜身呈现飞白现
象，显得通透明亮。瓜身上更点
缀一只螳螂，前身俯起，咫尺见
方中，可略窥艺术家博采中西、
融会古今的笔情墨趣。

大师共绘佳果，积
淀文化资源

本次展出的作品中，有数件
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
四位岭南画派杰出代表的合作作
品，见证一段岭南文化界的盛事。

上世纪 80 年代，在时任新
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的建

议下，分居粤港的四老计划合作
一批新作。受客观条件限制，四
人无法长时间一室作画。因此，
商定画作题材、布局、分工以及
在穗港两地的运送互换，成为棘
手问题。

杨奇自荐担任“鸿雁”，将一
幅幅半成品辗转交换于四位大
师之间。四老巧思妙构、心感神
应，三年时间里合作创作了一百
多幅既保留个人风格，又浑然一
体的作品。

除了历史上的名家经典，本
次展览还特邀了活跃的广东艺
术家进行主题创作。如郭莽园
《五月枇杷一树金》、陈永锵《古
荔新姿，甘果累累》、方楚雄《大
年》、梁如洁《天地溢香岭南果》、
李劲堃《初春雨晴》、张彦《古藤
新荔》、方土《荔枝传说》、林蓝
《岭南风情——木棉、芭蕉、蛋
花、荔枝》等。

其中，《五月枇杷一树金》具
有个性鲜明的文人画特征。“左
侧枇杷水墨淋漓，右侧干枝写意
跳脱。”郭莽园告诉羊城晚报记
者，《五月枇杷一树金》整体以大
写意的笔墨来表现，谋篇布局经
过深思熟虑。

王绍强认为，艺术家把从岭
南蔬果中所感悟到的物趣、情
趣，提炼概括为独特的造型物
象，并以独特的绘画语言造就了
清新明丽的形式美感。这些市
井气息深厚，表达着自然意趣与
吉祥寓意的作品，在地域美术史
中已形成一条明显的脉络，成为
当前同题材创作时可供借鉴的
重要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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