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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画院 大美之艺礼赞大国气象
步履不停书写湾区新章文/朱绍杰 吴依桐

图/广东画院提供

近

日前，广东画院艺术家定稿完
成多幅大型主题画作，服务省内重
点工程。其中，巨制《百花齐放》集
合广东画院全体在职画家和特聘
艺术家之力，历时半年完成。“这是
画院迄今为止最大的画作之一。”
林蓝表示，该作尺幅达 120 平方
米，运用象征性的艺术表达，呈现
史诗式的恢宏气度，为目前全国现
存较大画幅的工笔画。

画面中，国花牡丹居中，各省省
花、直辖市市花和港澳台代表花卉
环绕。百花繁盛，万紫千红，祖国大
地花团锦簇，郁郁葱葱。据介绍，
《百花齐放》主要应用了岭南画派独
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撞水撞粉”法来
绘制完成。在受光面撞入中国画传
统“矿物色”，背光面撞水或淡墨，达
到了一种水墨交融，层次变化丰富，
可控与不可控之间的艺术效果。

“我们希望用百花盛放的题
材，展现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强盛富丽的新景象。”林蓝表
示，本次创作寓意着全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式现
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生态
文明建设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伟
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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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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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7日，《根植南粤：广东
画院“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
实践活动作品展（第一回）》在广
东画院盛大开幕，集中呈现广东
画院“深扎”主题实践活动第一
阶段成果。2022年，广东画院组
织在职画家、青年创作者深入湛
江、茂名、阳江、潮州、汕头、揭阳、
汕尾等七个地级市，艺术家们创
作出数百幅写生作品，通过画笔
记录、描绘了各地人文风情以及
新时代农村的新貌，并与当地画
院、美协进行深入交流互动。

来自揭阳的方坚明是“深
扎”活动挖掘、推介的优秀基层
创作者代表。他的参展作品《湾
区卫士》以写实手法记录致敬了
一线医护人员，反映时代面貌。

“过去三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但广东画家没有止步不前，精品
佳作不断诞生。”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洋认为，“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已成
为岭南画派的精神标识。“这场
展览让我们近距离触摸到岭南
文化的脉搏，也细致感受到广东
画家最鲜活的艺术思考”。

展览现场展出不少画坛新

秀佳作，他们接续广东美术的优
良传统，着力用情描绘当代景
物。“基层采风发现的好作品、好
人才，都将成为主旋律美术创作
队伍的一员。”林蓝表示，提升青
年美术创作力量的水平，也成为
本次“深扎”活动的目标之一。

“通过‘大作’孵化培育，推动
‘大家’重点培养，举办大展研讨
推介，广东画院已经摸索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方法。”林蓝说，主题
创作有助于留住人才，进而“发
现人才、遴选人才、培育人才、孵
化人才”。

青年国画家杨星去年刚刚
入职广东画院，也加入“深扎”行
列中来。生于广东揭阳的杨星，
对于南粤城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尤为敏感。“对创作者来说，体验
生活的过程能够收获临摹古画
学不到的东西。”杨星观察到，许
多同龄画家也通过此行收获了
不少崭新的创作题材，通过“深
扎”以笔墨抒写现实的绘画实
践，使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素材
库”得到不断充实与提升。

刚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
王艾诗已经参与到《百花齐放》
的集体创作和“深扎”活动中。
跟随画院前辈的步伐，王艾诗走
遍粤东、粤西，克服当代年轻人
普遍存在的“社恐”，真正深入当
地人民生活，从中拓宽自己的创
作题材和思路。“我在结束集体
创作和深扎写生活动后，也希望
自己能够沉淀下来，把这两次活
动所获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努力
创作出如郑阿湃副院长所说的

‘有温度又接地气’的作品。”王
艾诗说。

创作时代巨制1
共绘“岭南之春”2

“深扎”抒写现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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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省。其中，广东工艺
美术历史悠久、特色鲜
明，涵盖我国工艺美术主
要领域，在全国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多年来，广东工艺美术产业规模

居全国第一。在新媒介语境中，传
统工艺美术得到动态化、生活化、多
元化呈现，迎来新发展机遇。

广东工艺美术行业在打造精品
力作、推动跨界创新、发展创意产
业、力促人才培育方面进行有效探
索，尤其在 2022 年，广东首次承办
国家级工艺大师评审，8人被评为国
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比上届翻倍。

广东工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行
业主体的努力。其中，广轻控股集
团在促进工艺美术创新、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推动工艺美术文化跨界
赋能方面作了一系列有益探索。

当前，广东省广轻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轻控股”）致力于
打造广东工艺美术文化创意龙头企
业，始终扎根文化土壤，围绕集团公
司战略规划与主业定位，整合工美
产业园区、产业互联网平台、会展经
济、博物馆经济和文创产品研发五
大业务板块，以创新赋能工美产业，
不断推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广

技术赋能：
加速工美数字转型，实现新突破

2广东省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挥产业链主引擎作用，
推动广东工美高质量发展开新局

传统工艺美术品多为实物
作品的形式，侧重静态地呈现美
感，背后的工匠故事、设计理念
和工艺制作过程鲜为人知。如
今，网络短视频和直播的蓬勃发
展，助力工艺美术品打破时空限
制，更好地展现作品背后工艺美
术大师的故事与匠心。

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会长
戴智认为：“随着智能化、数字信
息化日趋成熟，工美产业应主动
参与技术变革，以技术革新、数
字赋能、文化赋能为重要方向，
推动传统技艺与新技术、新材
料、新设计有机结合。以数字经
济加速工美产业发展，让工美产
业深度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融入人民日常生活，增强工美产
业发展韧劲，以此应对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冲
击。”

广东工艺美术从业者深度思
考如何将传统的工艺美术与新时
代环境相结合，在拥抱新时代营

销的多元化品牌内容的同时，找
到了打开工艺美术市场的新突破
口：紧抓智能化、数字信息化发展
时势，助力发挥工艺美术产业链

“链主”作用，以数字经济加速工
美产业发展，以文化赋能助推工
美产业与新产业高度融合。

广轻控股引进民营资本，合
资成立广东省工美数字文化有限
公司，整合已有的大师和行业资
源，打造“互联网+销售+直播”新
模式，依托工美大师的权威性和
稀缺性，利用“抖音”“小红书”等
新媒体平台进行优质内容输出，
开展手拉壶、翡翠等工艺品直播
销售，促进文化传播的同时，打开
工美行业发展新局面。

记者了解到，自 2022 年 7
月设立至今，广东省工美数字文
化有限公司自媒体矩阵全网海
内外曝光量接近 5000 万，总粉
丝数破9万人，抖音直播营销账
号粉丝突破2万人，被授予2022
红木棉奖“广州最具潜力文旅企
业”称号。

2023年3月3日至5日，广轻控股举办
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博览会和第
二届湾区（广州）文创节。借助文创IP的打
造与会展平台的建设，广轻控股走出一条赋
能工美行业发展的新路。

通过积极打造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
的“广轻会展”品牌，借助会展平台，抢抓行
业发展机遇，广轻控股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
示广东工艺美术创新发展的优秀案例经验，
促进行业跨界合作共赢，力争成为全国领先
的工艺美术会展服务运营商。

公司积极投身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整
合全国工艺美术核心资源，至今已成功创设
并举办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博览会，
承办多届全国工艺品交易会，协办第八届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活动，等等。

2021年12月，广轻控股联合广州设计周、
省工美协会、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成功举办首

届湾区（广州）文创节。据介绍，文创节致力于
为参展企业成为文创头部品牌打造平台，打通
文创产业间的链接，促进文化创意行业的交流
与发展，让文化创意与市场需求、与非遗传统工
艺、与制造业充分融合发展，从而为文创发展精
准赋能，带动新消费，重新定义文创生态圈。

传承与创新是当下工艺美术发展的重
要命题。广轻控股积极打造“工美特色+现
代产业”体系，积极推动“工美+”研发中心项
目，横向开展新文化、新工艺、新模式的创新
研究，打造“广轻工美”“广轻文创”产品品
牌，纵向推进工美元素库、IP打造、新文创产
品开发、产品标准制定，建立针对各领域、各
工艺的产品谱系的工艺创新，丰富产品线。
集团自主研发的兔爷文创IP形象深受年轻
人的喜爱，以传统彩扎工艺形式陆续落地广
东工美艺博中心、肇庆七星岩风景区、信宜
三华李主题公园，成为热门旅游打卡景点。

此外，广轻控股还坚持“产业融合、跨界
创新”的整体规划，通过共同举办青年实践
教育活动与系列工美跨界活动，让传统工艺
通过“双创”企业的策划和运营走近新生代
青少年，并面向高校推进“工艺美术大师进
校园”项目，尝试与教育机构合作开设研学
课程，碰撞业务“新”火花。

传承创新：推动“工美+”，焕发新活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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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装置、生态堤岸，广轻控股打
造的“工美港创新中心”已然
成为市民前来参观的网红打
卡点。而位于园区中心位置
的广东工美艺博中心（以下简
称“艺博中心”），更是其中的核
心机构。

广东工美艺博中心依托广
轻控股所属广东工艺美术产业
园区集群为基础，以传统工艺美
术为核心，结合新业态销售和跨
界经营，不断创新理念，致力于
打造一个能代表艺术及工匠、汇
集工美创造力的产业模式。

据悉，艺博中心于 2021 年
1月正式竣工验收投入使用，占
地面积 8000 多平方米，目前已
成功引进北辰青年、九五年动
画等 15 家文化“双创”企业入
驻。设有“广东省博士工作站”

“广东工美艺博双创中心”，通
过引进中青年工美大师、创新
创业型企业入驻，共享创新创
业空间，共同开展产、学、研、销

多维度合作。
正式运营不足一年，艺博中

心迎来“高光时刻”。2021年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在第 130 届广
交会开幕式期间，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佛山、广州考察。在工美
艺博中心，李克强走进入驻艺博
中心的“双创”企业，向创客们了
解创意产品，询问创业中有什么
困难。他说，普通人有上上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重要的一
点是众多人参与“双创”，三人为
众，更何况万众，聚众智、汇众力
能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
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2022 年以来，广东工美艺
博中心共举办35场影响力较大
的“工美+”主题活动，其中包括
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东
推荐人选评审及入选大师作品
联展等工艺美术行业盛事，有
力地促进了艺术创新与产业融
合，推进工美产业规模化、特色
化发展，引领工艺美术产业的
发展与壮大了。

往届博览会现场，观众在现场参观工艺美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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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艺美术百名大师联展活动现场

年来，广东美术界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频频“圈
粉”，充分展现文化软实力：扛鼎力作不断涌现，“爆
款”设计厚积薄发，学术策展引领全国，科技艺术大
放异彩……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之际，广东画
院聚焦“出精品、出人才”中心任务，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多措并举推动美术事业高质量发展。
“如何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思路，使我们的创作在过去良

好基础上由增量走向提质，进而提升和体现广东美术界的整
体水平，是我们全省美术工作者亟需思考与努力的方向。”广
东画院院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蓝表示，文艺工作者的
职责在于培根铸魂，增强文化自强自信，聚焦高品质文化供
给，通过创作更多讴歌新时代的优秀作品，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彰显中国精神、时代气象、岭南风韵。

“大作”是艺术机构的“立身之
本”，也是艺术家的“立身之本”。广
东画院薪火相传，历代艺术家们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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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
轮创作中，广东画院画家许钦松、林
蓝均有大作亮相，入藏“白云国际会
议中心二期”。

《翠峰春泉》是许钦松近期创作
的巨幅山水画。作品的构图、手法、
语言延续了其代表作《南粤春晓》的
探索状态，将北宋山水画作经典的纵
向S图式转换为横向的贯通气脉，配
合正面视角和中景视距中出现的群
峰，造就出开阔雄浑、放达酣畅的精
神意境。描绘手法结合了中西艺术，
山体看似写实，实则出于高度的形象
构思与加工。

艺术家以写实性的笔触铺叙岭

南秀丽壮阔的山河，表达了对党和国
家的热爱。许钦松表示，这幅作品承
载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对广东省方
方面面变化的深刻感受。“春天，对
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是一个独特的
词汇，它拥有一份更深层次的意
味。”许钦松说，这幅巨制从生态批
评的视角出发，描绘了一幅祖国的

“青山绿水”，是其个人的学术追求，
也是时代的诉求。

作为当代花鸟画名家，林蓝推出
新作《吉祥岭南》。作品以岭南地域
特有风物为主题，在内容上，选取广
东特有的花与果，即春季开花的木
棉、鸡蛋花，夏季结果的荔枝、香蕉，
花繁枝茂，硕果累累，欣欣向荣，寓
意吉祥；在形式上，艺术家对岭南传
统画法进行了现代化明丽转译，使用
金底浓墨重彩手法，大红橙红、淡绿
墨绿渐错，简练突出有力，画面质朴
而堂皇，造型明快丰满，挺拔向上。

林蓝介绍，作品以岭南时代新韵
呈现为核心，取意广东音乐《迎宾
曲》中温暖喜庆的岭南意象，着力突
出了岭南文化特有的浓郁斑斓，展现
鲜明的岭南特色，强烈的时代气息，
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生气勃勃的大国
气象，以期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
生活的向往，更寓意新时代新思想在
岭南大地生根开花，结出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