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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日常不可缺羊晚

“我与羊晚的关系，是‘左
抱抱，右晚报’。”区广安曾这样
调侃他与《羊城晚报》的缘分。
他解释，这句话有三个层次，分
别是抱着妻子、孩子、孙子看
《羊城晚报》。一生中的三个重
要阶段，都有这份报纸陪伴身
边，可以说是典型的老广生活
日常了，“每天晚上看晚报，已

成习惯”。
说起对《羊城晚报》的最初

记忆，一首小时候听过的童谣
从岁月中鲜活地跳跃出来：“羊
城晚报就黎到，口水鼻涕唔好
周围吐……”这是多年以前教
小朋友讲卫生的童谣，由此可
见，《羊城晚报》曾以不同姿态
丰富了羊城男女老幼的生活。

报纸一日一印，信息包罗
万象。随时代大潮不断改革创
新，有些印记却历久弥新，这是
印刷机器难以覆盖的。他说，
《羊城晚报》最大的特色是，一
直坚持以文化办报且笔锋锐
利，“此前很有名的栏目‘五层
楼下’，针砭时弊，很有自己的
风格。”

艺术邂逅公益
积蓄新锐力量

区
广
安

区广安每年都参与策划不少公
益活动，或力所能及地捐助，或赠送

作品，或参与公益挥毫活动
等，用艺术为不同社会群体
带来“春风拂面”般的文化力
量与文化体验。近年来，持
续参与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
举办的“艺术关爱留守儿童”
项目让他印象深刻。

“这个项目已经
坚持了五年，五年来，
艺术家深入偏远山
村，一起进行留守儿
童扶持工作，感人至
深。”区广安除了作为

艺术家群体参与活动，还
是活动的策划与组织者，
可以说是深度融入其中。

“扶贫要扶智，留守儿童最需
要心灵呵护，艺术家们开展持续
的书信沟通、上课辅导、组织画
展、谈心与交流等，目的就是让艺
术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给予一份
温暖，引导其身心健康。”区广安
说，艺术关爱留守儿童意义重大，
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在孩子们的心
中播下艺术种子，有朝一日可能
开花结果。

区广安提到，活动期间，他看
到留守儿童创作的《我的爸爸妈
妈》《我心中的广州塔》《我坐飞机
啦》等画作非常感动。“事实上，公
益是一种生活态度，希望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其中，发挥更大的力
量，特别是在关爱留守儿童工作
方面。”区广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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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当代新变
弘扬岭南画学

李
劲
堃

源于对艺术的热爱，李劲堃选
择了学习画画。“那个时候，总感觉
面前有无穷无尽的问题，可以使用
的时间也无穷无尽，所以，非常贪
婪地学习。”李劲堃说，尤其是两年
前参与“广东当代艺术研究·后岭
南文献作品展”，回眸自己30岁到
40岁阶段的创作，他越发肯定，那
是一个意气风发求新求变的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新的艺术观
念不断涌入，与李劲堃同龄的一
批广东艺术家意识到必须改变，
当时他们提出如何突破绘画现状
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出现了非常多的反对声音。

“青春的我们毫不在意，依然
在众多非议中大胆去探索，成为
广东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批年轻
人。”李劲堃表示。

然而，不惑之年的到来却成
为李劲堃艺术探索上充满疑惑的
年龄。“既没有前辈大家那么笃
定，又没有年轻艺术家那么生
猛。不惑之年有了一定的绘画经
验与绘画面貌，这个时候很容易
落入固定的模式中，需要敦促自

己走出‘舒适区’。”李劲堃说。
正是在这个时候，有朋友对

他说，当你画画可以随心所欲地
舒展开去时，就会在艺术中找到
一种踩滑轮般的平衡感，可以不
断华丽转身、不断向前。李劲堃
提到：“当时我正好在画《千年
结》，一下子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感，画面既探讨问题又展现想法
凸显特点，纵横交错出一个新的
艺术面貌，我意识到找着了适合
自己的绘画通道，也领悟到中国
画无穷的可塑性。”

如今，“直面当代、立中研
西、以古鉴今”成了李劲堃
在 国 画 探 索 上 的 艺 术 自
觉。在他看来，当年岭南画
派举起了“折衷中西、融汇
古今”的国画变革旗帜，现
在近一个世纪过去，中国国
力越来越强盛，国际影响力
越来越大，“直面当代、立中
研西、以古鉴今”将更好地
助推中国艺术实现国际化，
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当代
性面目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对李劲堃而言，艺术是一种
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当艺术与你的思考合一，它就已
经成为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就像我们呼吸空气，像我们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与你
并存，你不会感觉到有任何不
妥。”李劲堃认为，不断地锤炼艺
术，也是不断地提升生活品质，艺
术投入好比培育一棵树，培育的
同时学会了如何修剪、如何去除
杂质，到最后这棵树会长得特别
有自己的风格。

作为身兼数职的艺术家，如
何处理艺术创造与社会活动的关
系，对李劲堃来说也是一个绕不
开的问题。

“在进行艺术探索时一定要

关注社会、服务社会，并积极参与
社会活动，不要让自己的艺术游
离于社会发展之外。因为，在关
注社会中，艺术方向、艺术风格、
艺术勇气，都会进一步清晰起来、
彰显出来。只有你关注社会，社
会才会关注你。这也是我反复跟
学生强调的一件事。”李劲堃表
示，社会不会像象牙塔，社会从
来都是由人去推动，人的工作方
式与学习方式都将影响社会发
展。回看缔造了广州美术学院的
先辈们，如胡一川、关山月、黎雄
才等大家，他们不但身体力行把
艺术做到极致，同时通过杰出的
组织、管理能力逐渐使广州美术
学院成为中国最有显示度的美术
院校之一。

“从我懂事开始，我就喜欢上
这个与我们城市同名的报纸，它与
我们的成长密不可分。”谈及对《羊
城晚报》的印象，李劲堃如是说。

在过去几十年，作为文化大
报的《羊城晚报》始终与文化界、
艺术界同频共振。《羊城晚报》以
其社会影响力，有意无意地给很
多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

在李劲堃三十多岁的时候，
《羊城晚报》邀请他画一张漫画并
配一首打油诗，以讲述他们那个年
纪的年轻人如何想创新又才气不
足的窘况。当时主持该栏目的记
者采访了他，问起他的住处为什么
叫“听雨居”。李劲堃说：“我当时
告诉他，我住在一楼，门口有一个

遮雨棚，楼上9户人家，因为美
院上课时间比较机动，大家从
早到晚随时都可能浇花，水
自然往下滴，所以好像
一天到晚都在听雨。此
外，楼上有些小朋友可
能也会不注意地丢些纸
屑之类的杂物下来，我
也以平常心对待，丢下
来我就捡走。就是这么
一件小事，记者在文章
中认为，这显示了我的平和与
气度，未来可期。这给我带来
非常大的震撼，原来生活中的细枝
末节，都可能成为一种修为，这对
我日后耐心沉着地做人、做学问带
来很大的启发。”

不惑之年走出舒适圈

艺术探索要关注社会
面向不同机构
打造针对性平台

“剪报”的乐趣
新媒体难以取代

用艺术关爱留守儿童

区广安生于书香世家，7岁时
被岭南书画名家、广东国画研究
会核心成员卢子枢的高徒袁伟强
收为入室弟子。“跟袁伟强先生学
习传统国画时，接受的是近乎于

私塾式的艺术教育。之后还
受到像吴盛源、梁照堂等很

多老师的帮助和扶持，并
在诗词上得到吕君忾的
指导，最后终于走上了艺
术道路。”从懵懵懂懂地
接受启蒙到自我探索，从
不自觉到自觉，区广安表
示，艺术伴随着他成长，
也会陪伴着他终老。
翻开区广安的微信朋友

圈，可见其以“日课”的形式每
天创作一幅作品。他告诉记者，
这个习惯他已坚持多年，光是在
朋友圈中分享“日课”成果就已坚
持4年多。

“艺术融入了我的生命，画画
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成为了
我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不可一
日无此君’。有了艺术，人生才是
一个整体。”区广安说，艺术对他

来说，就像每天都要进行的洗漱
与吃饭一样，是生活必不可少的
内容。

他认为，艺术与社会工作是
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艺术可
以陶冶性情，提升人的创造力，培
养人的处事能力以及判断是非的
能力，对工作与生活都有促进作
用；另一方面，社会是艺术的土
壤，滋养着艺术家，为艺术家提供
很多的学习素材及锻炼机会。

艺海求索，人生几何？他一
直享受追求艺术造诣提升带来
的快乐。他说，一个人成长有三
部“分”，第一是“缘分”，包括师
缘、地缘、机缘；第二是“勤奋”，
艺术道路上一定要勤奋；第三是

“天分”，三者缺一不可。“艺术
无止境，如今的我还在攀登的路
上。”

从艺至今50年，区广安说，艺
术创作中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一种
文化自信。“我是传承与弘扬中国
画的一个实践者、传播者，也是艺
术道路上的攀登者，我会为传统
中国画的弘扬终身努力”。

多年来坚持每日一画

李 劲 堃 肩 负
弘 扬 岭 南 画 学 的
使 命 ，逐 渐 形 成

“直面当代、立中
研西、以古鉴今”
的艺术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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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羊晚启发传递温暖

区广安近年来除了坚持艺术创作，还坚持着
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参加公益活动，用艺术为不
同社会群体带来“润物细无声”以及“春风拂面”
般的文化力量与文化体验。另外一件是坚持“日
课”，将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化作艺术表
达。第三件有趣的事，是“左抱抱，右晚报”，抱着
孙子看《羊城晚报》。这三件有趣的事，都成为他
艺术、文化与生活融为一体的体验。

李劲堃，生于 1958 年，
广东南海人，中国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联主
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
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岭
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是一位
具有探索精神的实践型画
家。作为岭南画学传承者，
他肩负弘扬岭南画学的使

命，逐渐形成“直面当代、立中研西、
以古鉴今”的艺术自觉，创作出《大漠
之暮》《淡淡花雨扑面来》《幻象》《良
宵》等众多优秀作品。

站在不惑之年的关口，李劲堃回头看，那个意
气风发的年轻艺术家总有“十万个为什么”，在改革
开放春风的吹拂下，贪婪地学习与探索；向前望，却
有些彷徨，他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走出“舒适
区”！在探索个人风格的过程中，社会生活促使他
找到合适的前行步伐。《羊城晚报》时刻密切关注艺
术发展，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与艺术家们的某些
情愫发生化学反应，从而生出点什么来。

区广安，1961年生于书
香世家，广东南海人。他
是企业家、画家、文化公益
策划人“三位一体”的“通
人”。作为一名文化公益
策划人，他主导参与“艺术
关爱留守儿童”等多项活
动 ，用 艺 术 赋 能 文 化 传
播。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坚
守传统山水画风，创作从古法入手、传
移摹写，作品古朴、宁静、沉厚、书卷气
浓郁，被学术界誉为具有近百年历史
的广东国画研究会第三代传人。

□ 甘韵仪 江粤军 □ 甘韵仪

羊城晚报：从昔日
的 纸 媒 时 代 进 入 如 今
的融媒体时代，您对艺
术 的 传 播 形 式 和 内 容
有怎样的期待？

区广安：从 纸 媒 时
代 进 入 融 媒 时 代 ，是 科
技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结
果，《羊城晚报》的纸媒与新
媒 体 共 存 势 在 必 行 。 但 我
也认为，新媒体永远取代不
了纸媒的存在。时至今日，
我依然有剪报的习惯，可以
说“剪报等身”。不管在什么
时代，报纸都有其存在价值，
我可以纸上标注重点，反复阅
读，也可以在剪报的纸角写下
自己的感受，这些乐趣是新媒体
难 以 取 代 的 ，在 新 媒 体 上 ，看 的
东 西 多 ，搜 索 的 东 西 多 ，但 能 记
忆 的 东 西 很 少 。 剪 报 有 我 记 忆
的痕迹与思想火花的记录。希望纸
媒与新媒体共生共存，共同发展。

羊城晚报：您对羊城晚报报业集
团未来的发展有何期许和建言？

区 广 安 ：《羊 城 晚 报》历 史 悠
久 ，以 文 化 立 报 ，强 调 本 土 ，是 一
份 传 播 特 色 鲜 明 的 报 纸 ，也 是 一
份 以 粤 语 文 化 为 主 导 的 报 纸 ，几
十 年 来 一 直 陪 伴 着 我 们 成 长 ，
有 广 泛 的 群 众 基 础 ，有 优 秀 的
记 者 与 采 编 队 伍 ，希 望 今 后
扩 大 与 社 会 不 同 组 别 阶 层 的
互 动 ，让 更 广 大 群 众 与
读 者 有 更 大 的 参 与
度 ，并 通 过 文 化 这
个 渠 道 ，引 入 各 种
机 制 ，让 不 同
的 版 面 与 不 同
的 内 容 更
专 业 化 ，发
挥不同功能
组别的文化
优 势 ，
加 强 传
播 力
度。

羊城晚报：从昔日
的纸媒时代进入如今的
融媒体时代，您对艺术
的传播形式和内容有怎
样的期待？

李劲堃：迄今为止，
整 个 媒 体 业 态 发 生 非

常大的变化。在数字化转
变过程中，新媒体的出现
为纸媒信息传播带来互补
作 用 。 非 常 可 喜 的 是 ，

《羊 城 晚 报》顺 应 时 代 发
展潮流，针对不同受众做

了 许 多 改 革 尝 试 ，以 更 好 地
服 务 读 者 为 方 向 ，带 来 非 常
强 的 影 响 力 。 可 以 说 ，羊 城
晚 报 报 业 集 团 在 社 会 变 革

中，形成更多元的格局，非常有
利于艺术传播。

羊城晚报：您对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未来的发展有何期许和
建言？

李劲堃：《羊城晚报》有非常大
的辨识度，是读者观察社会的一扇
窗户，“它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代表
了广东，也代表了一段历史，许多
人从她观察社会的角度感受到温
度。这张报纸，对我来说就像一个
熟悉的老朋友。”我建议，《羊城晚
报》深入到学校、机关等深入推介
融媒体，形成具有特点的、分流式

的 互 动 。 还 可 以 在《羊 城 晚
报》的多媒体平台面向不同机

构打造针对性平台，比如
学校 、机关单位等，供

他方回传信息，其间
可 设 置 平 台 主 持 对

信 息 内 容 进 行
把关。由此，平
台不仅是单向

输 出 信
息 ，还 可
以 形 成 输

入 、输
出的良

性 互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