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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丹青弘扬时代精神
艺术薪火传续信仰之光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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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传统 集体创作B

广东画院薪火相传，回顾一
甲子发展历程，涌现出方人定、
余本、关山月、黄新波、蔡迪支、
黄笃维、王立、王玉珏、汤集祥、
汤小铭、林墉、刘斯奋、伍启中、
陈衍宁、许钦松、李劲堃、林永康
等在全国享有盛誉的著名画家。

2022年 3月 16日，“第三届
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揭晓。广
东画院艺术顾问、著名艺术家汤
小铭、林墉，凭借超半世纪的艺术
积淀问鼎这一广东文艺界的最高
荣誉奖项。当天，广东画院院长
林蓝荣获“第四届广东省中青年
德艺双馨作家艺术家”称号。一
周后，林蓝再获“全国中青年德艺
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广东美术素有前辈艺术家
“传帮带”提携后辈、甘作人梯、
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许钦松、
李劲堃、林蓝等不少广东画院艺
术家都在高校传道授业，组织创
作研究课题，为中青年学子进入
专业领域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

撑。早在 2005年，
广 东 画 院 首 开 先
河，先后成立广东
青年画院及开展签
约画家聘任工作。
当年，广东画院的
体制改革在全国产
生了广泛影响，画
院也迅速聚集一批
青年人才。

如今，广东画
院以推出广东精品力作、造就岭
南名家大师为目标，以重大艺术
活动为抓手，重点实施“1新址+
3院+3基地”计划，即依托广东
画院新址，开展岭南老中青美术
大家推培计划，着力建设“广东
画院艺术研究院”“广东画院”

“广东青年画院”三院，将广东画
院新址打造成为“广东重大题材
美术创作重要基地”“广东青年
美术人才培养重要基地”“广东
基层美术人才培训重要基地”三
基地。

火相传，历久弥新。广
东画院作为新中国最早成

立的“四大画院”之一，秉承“学术
立院、公益为先、传承传统、创新发展”
的宗旨，全体艺术家肩负起“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聚焦时代命题和重大主题，不断打造
精品力作，助力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强省
建设。

近五年来，广东画院迎来建院六十周
年，新址也正式落成启用，迈入全新的发
展时期；近五年来，广东画院重启前贤集
体创作的传统，打造出一批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并有着鲜明艺术特色的精品
力作；近五年来，广东画院努力推动岭南
文化传承创新，以艺术服务社会，以盛
世丹青弘扬时代精神，以艺术之美展
现信仰之美……

薪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
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
根本立场。近年来，广东画
院尝试以更多途径让名家名
作走进公众视野，为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艺术精品，提升
全民艺术品位和审美素质。
画院除举办系列高质量的展
览，也尝试将美术展览搬出
美术馆，走进市民生活。今
年 2月，广东画院画家参展的
《听见花开——新春花鸟画
展》在游人如织的广州珠江
公园举办，林蓝、郑阿湃、杜
宁等专职画家将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
时的元素，通过艺术作品带
到市民生活当中。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
艺工作者出精品力作的关键
和基础。由此，广东画院多次
组织在职画家开展采风写生
创作活动，如通过瞻仰学习革
命遗址，创作出 60 幅美术作
品；感悟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
带来的巨变，创作出30幅以阳
江本土特色风物为题材的美
术精品。

在岭南画派先贤的人生
中，丹青画事只是其事业的

一部分，他们更积极关切社
会。今天，乡村是广东画院
画家写生创作的重要场域，
也是他们助力乡村振兴的阵
地与舞台。在完成对惠来县
武宁村的脱贫攻坚任务后，
广东画院与广东省文联、羊
城晚报报业集团共同组成帮
镇扶村工作队，深入梅州市
五华县龙村镇，着手制定五
年帮扶规划，积极提升镇村
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提升
镇域公共服务能力。

“让美的种子在广大人民
群众心中生根发芽，是我们工
作的重要意义所在。”林蓝认
为，“美育”即是“育美”，艺术
创作者要在每个人心里去培
育“美”的种子，继而让其人生
更加完整、花香满径。

广东画院是新中国最早成
立的四大画院之一，作为岭南
地区最具学术影响力的美术创
作研究机构，历来力作、名家辈
出，自建院以来深受上级领导
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怀爱护，
省委、省政府更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对画院的未来提出了殷切
期望，对画院的发展指出了明
确方向。

2019 年，广东画院六十华
诞之际，在广东美术馆举办了

“广东画院建院60周年优秀作
品展暨院史研究展”。展览以
呈现“优秀作品”和“院史研
究”为主要切入方式，全面梳理
和总结了广东画院成立一甲子
以来各个时期的优秀学术成
果；以两百多位画家、理论家的
400余件作品，近三千件手稿、
历史照片、学术成果等文献资
料的强大阵容，充分展示广东
画院的学术特色，向社会大众
呈现画院的整体实力和创作状

态，进一步提升了画院的社会
认知度和业界影响力。

2020 年 12 月 19 日，作为
省级七项重大标志性文化工程
项目，广东画院新址正式启用，
举办了“广东画院（新址）启用
暨优秀作品展”开幕仪式。广
东省委书记李希、时任省长马
兴瑞为广东画院（新址）启用揭
幕，参观画院优秀作品展，并会
见参加活动的王玉珏、刘斯奋、
许钦松、李劲堃、林蓝、冯少协
等艺术家代表。李希、马兴瑞
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广东画院
（新址）启用表示祝贺，充分肯
定广大艺术家、文化文艺工作
者为广东文化事业发展作出的
积极贡献。省领导张硕辅、林
克庆、张福海参加活动。广东
画院（新址）的落成启用，得到
全国艺术界的关注和支持，中
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
北京画院、江苏国画院等分别
发来了贺信。

艺术家要靠作品说话，艺术
家要创作属于时代的作品。以
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背景为依
托的时代意识和创新意识，始终
是广东画院学术创作的不竭源
泉和动力。广东画院正逐步建
构一种与新时代精神相适应的
艺术语言，使美术创作更能把握
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心声。

近三年来，广东画院更着
力在国家级重要专业展览中彰
显带头作用，8 件作品入选文
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
的“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
展”，18 件作品入选中国国家
画院、江苏省文化厅主办的“第

五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
11件作品入选中国国家画院、
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的“第六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
展”，9件作品入选中国国家画
院、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

“第七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
等。

在助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的过程中，广东画院将进一步
发挥引领作用，努力做到“笼天
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用
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大湾
区故事、广东故事，推动新时代
文艺创作从“高原”迈进“高
峰”。

近五年来，广东画院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更有多幅大作、力作入选国
家重要展览或项目。

2021 年，为献礼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牵头制作百集特
别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中，广东画院画家创作的《江
山如此多娇》《绿色长城》《武
汉防汛图》《开镣》《好得很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晓
风残月》《南粤春晓》《苍山如
海 残阳如血》《长江之歌》
《南国的风——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等多件
作品入列；另有3件作品入选
中宣部、中国文联、财政部、
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不忘
初心 继续前进——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美
术创作工程”；12件作品入选
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
的“伟大征程 时代画卷——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美术作品展”；8 件作品入
选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中
国国家画院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系列邀请展”。

此外，广东画院 32 件作
品入选中共广东省委宣传
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
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的“广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美术作品展”；
14 件 作 品 入 选《风 华 礼 赞

——建党百年广东百部优秀
红色文艺作品选录》；28件作
品入选中共广州市委宣传
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主办的“百年风华 时代画卷
——广州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展”；4 件作品被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收藏。4 件作品
入选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广东省美术作品
展览”等。

聚焦时代命题和重大主
题，2017年广东画院121件作
品入选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馆主办
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
年大展”。2018年，为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有17件作品
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
术馆、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主办的“大潮起珠江——庆
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全国美
术作品展览”。2019年，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
际，广东画院 12 件作品入选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我和我的
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广东省优秀作
品展”。2020年，聚焦经济特
区建立 40 周年，聚焦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广东画院《南国
的风——深圳、珠海、汕头、厦
门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
《珠海经济特区》《汕头经济特
区》《深圳速度》等入选中共广
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办的“大美‘双
区’——广东省庆祝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美术作品展”，18
件作品入选中共广东省委宣
传部、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主办的“美好生活——广东
省美术作品展”。

同时，围绕“艺术战疫”
“北京冬奥会”等时间节点，
广东画院还不断打造精品力
作，有 15 件作品入选广东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广东省美
术家协会主办的“大爱无疆
艺路战疫——广东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优秀美术作品
展”等。

广东画院作为专业创作机
构，“大作”堪称画院立身之本。
从首任院长、新兴木刻运动主将
黄新波，到第二任院长、岭南画派
名家关山月，再到广东画坛“四大
金刚 ”和美术创作的“ 广东方
阵”，广东画院老一辈艺术家们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不断探索、勇
于开拓，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内力
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
直以力作精品与时代同步伐，与
人民共命运。他们创作出《江山
如此多娇》《年青人》《绿色长城》
《山村医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永不休战》《无产阶级的
歌》《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心潮
逐浪高》《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
《潮的失落》《大漠之暮》《自梳
女》等一大批无愧于时代的经典
力作，广东画院也因此成为广东
美术界的重要标杆，成为国内最
具学术影响力的画院之一。

近年来，广东画院从时代的
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从时代
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
主题、萃取题材，全方位、全景式
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开拓文
艺新境界，利用重大历史节点的
主题创作，重启广东美术界、广东
画院的优良传统——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通常运用于巨幅美
术作品创作中，它既有明确的框
架，又能让团队成员在大框架下
发挥其独特个性。广东画院拥有

集体创作的最佳土壤，近年来相
继完成《南国的风——深圳、珠
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南粤先
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百花齐放——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大型主
题性集体创作。在这些大型创作
中，除了全体在职的国画家之外，
广东画院还邀请到港澳台美术家
协会主席、深汕珠厦经济特区的
美协主席和来自四个特区的青年
画家。数十位作者年龄跨度近60
年，其中最长者是1935年出生的
台湾的欧豪年老先生，最年轻的
是广州美术学院的90后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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