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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本次开馆展，有什
么亮点和看点？

王绍强：这次开馆展是第一
次亮相，在规格上，我们希望能与
它的定位、视野和格局相匹配，因
此，中外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
最能充分展现这样一个高光时刻
的分量。我们特别策划了《新时
代·新跨越——广东美术馆新馆
系列大展》，全面展示近现代中国
美术、广东美术的辉煌历程，为公
众献上高品质的艺术盛宴。

这次系列大展包括八大展
览，共展出海内外 700 余位艺术

家的近千件作品，主题多元、内容
丰富、规模宏大。其中七个展览
以广东美术馆近三十年的收藏为
基础，并借入中国美术馆、中国国
家博物馆等单位和艺术机构的馆
藏经典，展示中国美术特别是广
东美术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之
作。

其中，既有齐白石、徐悲鸿、
林风眠、吴昌硕、黄宾虹、高奇
峰、高剑父、陈树人、潘天寿、傅
抱石、李可染、关山月、黎雄才等
一批近现代中国画坛大师的精
品佳作，也汇集了近年来文化和

旅游部、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创
作的多个主题美术创作工程的
优秀作品，还打造了沉浸式数字
展、当代艺术实验展等，以丰富
多样的艺术形态带给观众不同
的审美体验。

除此之外，本次特别引进的
《凝固的诗篇——博尔盖塞美术
馆藏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杰作
展》将展出拉斐尔、鲁本斯、提香
等意大利以及北方地区16、17世
纪艺术大师的50多件真迹作品，
展现广东美术自觉拥抱世界经典
的自信与能力。

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

空前体量的广东美术馆迎来更大机遇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曾睿洁

新馆启用之际，广东美术馆策划推出系列大展，汇聚海内外近
千名家名作，堪称广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美术展览。作为白鹅潭大
湾区艺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的建成开
馆，是广东美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将为广东美
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更广阔的空间。近日，羊城晚
报记者专访了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

羊城晚报：广东美术馆新馆
“新”在哪里？

王绍强：2023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给中国美术馆老艺术家的回
信中强调，要在高质量收藏、高水
平利用、高品质服务上下功夫，努
力打造新时代人民群众欣赏美术
佳作、提升文化素养的国家级乃至
世界级艺术殿堂。本次白鹅潭大
湾区艺术中心的落成开馆，为广东
美术馆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在格局上，白鹅潭大湾区艺
术中心将三大场馆融入城市文化
脉络，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共同
打造“城市文化艺术会客厅”，构

成粤港澳大湾区体量最大的多元
化艺术中心。为此广东美术馆将
在展览质量、公共服务理念和设
施方面进行全新的提升，为市民
和游客提供更加高品质的服务。

在体量上，新馆在公共服务
空间面积上比以前增加一倍，达
到近15万平方米，为观众提供更
加舒适的观展环境，我相信这将
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
需求和公众对高质量艺术展览的
期待。通过扩大建筑面积，新馆
不仅拥有了更多的展览空间，还
增设了更多的公共教育空间、研
究空间以及配套设施，使得美术

馆的功能更加完善，能够更好地
服务广大市民和艺术爱好者。

在学术定位上，当今当代艺术
发展新格局呈现出多元化、跨媒
介、数字化和社交化的特点。广东
美术馆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将学
术定位从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宽
视野，面向海外，链接世界，加速与
国际同步接轨的进程。未来将一
如既往在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
用、高品质服务上下功夫，加强研
究收藏、藏品活化、文化惠民，积极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繁荣，为广
东文化高质量发展、广东文化强省
建设贡献力量。

羊城晚报：二沙岛馆区和白
鹅潭馆区将如何分工？

王绍强：二沙岛馆区和白鹅
潭馆区会错位发展，新馆聚焦当
代美术、国际美术的研究以及大
型展览的呈现，是一个立足国际、
当下和未来的综合性大型场馆；
旧馆功能更聚焦在艺术品保护与
修复和在地性的学术研究，更多
的是立足于本土和历史的维度。
两个馆定位不同，但都服务于美
术强省、文化强省的建设，各自发
挥作用。

白鹅潭馆区作为一个全新的
地标，在建筑面积和硬件设施方
面对标国际，相较于二沙岛馆区
而言，配套设施更加完善，服务体
系更加健全，休闲的空间也更广
阔，具备更多的潜力和可能性，因
此，这个馆区会聚焦中国当代艺

术和国际当代艺术发展生态研
究，探索国际艺术交流合作。日
后，国际性大展、全国性大展，以
及“广州三年展”“广州影像三年
展”“广州设计三年展”等品牌展
览主要会在新馆呈现。

羊城晚报：您如何理解“白鹅
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美术、文学
和非遗将在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
心产生怎样的火花？

王绍强：白鹅潭大湾区艺术
中心的建设是省委省政府的深度
规划。建筑模式拉近了美术、非
遗文化、文学三馆的物理距离，为
观众提供了观看的便利，在艺术
呈现上整合了多元化的资源，能
够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提升城
市文化品位、满足市民的公共文
化需求。

我个人的理解是，希望能够形

成一个艺术博物馆群，各个馆的观
众可以资源共享，实现公共资源利
用最大化。三馆或多馆的联建目
前在全国也是一个趋势。希望三
馆的联合，能在南方甚至全国带来
一种引领性的示范作用。

美术、文学和非遗，三者从文
化艺术的大方向来说，本就是融
会贯通的。在艺术的边界日益扩
展的今天，“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
心”的形式恰恰顺应了未来的方
向。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一
群人的力量是无限的，相信我们
三个馆在一起，会更有力
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艺
术生态的发展。

公共服务空间面积较从前增加一倍

开馆大展广东美术拥抱世界经典

希望能形成一个艺术博物馆群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文
学馆落成有何意义？

张培忠：广东文学馆落成后，
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事业与
文化产业双向奔赴的重要桥梁、
平台与高地，成为文学创作的发
动机。丰富的馆藏资源，能够为
作家提供吸收营养的场域，而高
质量文化活动的举办，会让更多
有益的思想在此激荡，从而催生
更多反映时代之变、中国之变、
人民之呼的优秀作品。

羊城晚报：接下来将有哪些
发展规划？

张培忠：为了迎接开馆，广东
文学馆于今年5月精心组织了三
场“鹅潭夜话”品牌访谈活动，上
演三场关于鲁迅的“文学小剧
场”，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鲁迅
长孙周令飞先生访谈，以及“大
作家牵手小作家探馆”“青年作
家走进广东文学馆”“国际化视
野下粤港澳大湾区网络文学发
展”“大湾风流”音乐诗会展演、

“作家回家”等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

我们还计划在广东文学馆设
立“名家工作室”，促使优秀作品
实现版权交易，助推网文“出海”，
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事业的
动力源泉，更好地发挥文学在促
进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独特作用，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广东作家有信心也有能力，
努力书写好这个伟大的时代。

广东文学馆将与广东文学
院、《作品》杂志社联袂打造“一
馆三体”：广东文学馆是集收藏、
展览、研究、教育、阅读、交流、创
意活动于一体的文学殿堂；广东
文学院则聚集广东文学创作、研
究的主力军、骨干力量；《作品》
杂志社拥有文学名刊的重要平
台、传播矩阵。一馆三体，资源
集聚，将为新时代广东文学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奋力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篇章。

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

广东文学馆将打造大湾区文学殿堂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孙磊 梁善茵

作为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文学馆融合文学之美与
科技之炫，营造出典雅又诗意的书香氛围，七大展厅全景式展示广东文学的瑰丽
气象与深厚底蕴。那么，广东文学馆有着怎样的特色和亮点？其落成又将如何
推动广东文学由高原迈向高峰？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党
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

羊城晚报：请您介绍一下广
东文学馆的基本情况。

张培忠：广东文学馆位于白
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的中部，地
上建筑 8 层、地下 2 层，高 52.3
米，建筑面积达 1.84 万平方米，
展陈面积达0.54万平方米。立足
于“时代的产物、文学的殿堂、市
民的空间”“岭南文化的标志地，
大众休闲的目的地，湾区交流的

会客厅”的定位，广东文学馆将
被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和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学大本
营，集收藏、展览、研究、教育、阅
读、交流、创意活动于一体的文
学殿堂。

展陈是广东文学馆的重中之
重，馆内共开设“海上明月：广东
古代文学展览厅”“破浪以飏：广
东近代文学展览厅”“铁火新生：

广东现代文学展览厅”“香飘四
季：广东当代文学展览厅”“中流
自在：港澳台侨作家文学成就展
厅”“鲁迅家”专题展厅等 6个常
设展览厅及1个临时展览厅。从
端砚古典墨、觉醒中国红到现代
海洋蓝，各个展厅以时间为纲、
以色调为喻，全景式展现了广东
文学从先秦萌芽到现当代 2000
多年的非凡历程与煌煌成就。

羊城晚报：“数字赋能”是广
东文学馆的一大亮点和特色吗？

张培忠：是的，对于市民大众
而言，最值得期待的可能就是数
字赋能文学。为了让观众拥有沉
浸式参观体验，我们综合运用墙
面和地面投影、天幕光纤等现代
科技手段，设置了多重情景体验
空间及创意互动项目，以达到实
物展陈与多媒体运用互相辉映的
效果。我们还对一些经典的文学
文本进行适当的直观呈现，在有
限的空间里，尽量突出重点。

通过实物展示、人物雕像、多
媒体投影、雕塑艺术场景、沉浸
式空间、电子书库等传统与现代
相结合的多种方式，广东文学馆
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广东文学成
就。务求实现文学之美与科技之
炫的完美结合，做到特色鲜明、
内容丰富、结构优化、设备先进、
功能齐全、利用率高、效益最大
化。一楼大堂借助三屏联动方式

播放裸眼 3D视频，呈现“文学何
用”“作家何为”“广东何如”文学
三问，引导观众带着思考参观场
馆。“香飘四季：广东当代文学展
览厅”，则通过5分钟时长的沉浸
式全景环幕视频展现广东文学
2000 多年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成
就。其他展厅也有丰富的多媒体
产品。

羊城晚报：很多人都非常关
注“鲁迅家”展览厅，能否介绍一
下这个展厅？

张培忠：“鲁迅家”展览厅分
“与子偕行”和“薪火相传”两大
部分，展示鲁迅与许广平从相遇
相知到结为伴侣的历程，以及文
学成就、在粤活动、创作成果，还
有鲁迅夫人许广平、儿子周海婴
传承鲁迅精神的事迹。

展览厅内设置三味书屋微缩

模型、许广平故居模型、鲁迅故
事场景泥塑（面塑）、广州白云楼
立体造型、大陆新村剖面模型，
以及“两地书”互动展项（部分）、
《在广州》光影秀、“鲁迅文学作
品中的亲情、爱情、家庭”投影、

“许广平保护鲁迅著作”沙画视
频等多媒体展项。

其中，5分钟的光影秀《在广
州》，展示鲁迅与许广平在广州
工作、生活、创作的画面，以光影
加鲁迅作品摘要的方式传播鲁迅
文学精神。观众能够通过具象化
的场景还原和实物展品，直抵文
学现场，重新认识“家庭中的鲁
迅”温情的一面。

全景式展现广东文学的辉煌成就

文学之美与科技之炫完美结合

为新时代广东文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集

三馆公共空间及共享区

公共教育与研究区

临时展厅

陈列展示区

藏品区

技术研究区

业务管理用房

广东文学馆
●建筑面积1.84万平方米，展陈面积0.54万平方米
●开设“鲁迅家”等6个常设展览厅及1个临时展览厅
●将与广东文学院、《作品》杂志社打造“一馆三体”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建筑面积 2.6 万平方米，展陈面积 1.04 万平方米
●共设置 7 个基本陈列展厅和 1 个专题展厅
●空间主体像一棵榕树，开馆征集近千件（套）展品

羊城晚报：非遗是无形的，如
何用可看可感的展陈来体现无形
的非遗内容？

蓝海红：非遗馆的展陈难度
很大，具有挑战性。为更好体现

“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我们在
策展时，会把非遗的“物”、非遗的
技艺，配置在相应的艺术场景，把

“物”放置于特定的文化空间。
展厅里不少场景都是由传承

人和施工团队共同制作、搭建的，
一砖一瓦都蕴含着传承人匠心独
运的艺术结晶，这也是非遗馆的一

大特色。例如，位于“物华锦绣”展
厅入口的“百工照壁”，可谓集岭南
传统工艺之大成。“百工照壁”以木
雕为框架，由灰塑、潮州木雕、广彩
瓷烧制技艺等的12位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精心打造而成。

羊城晚报：作为白鹅潭大湾
区艺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广
东省非遗馆在助力人文湾区方面
将发挥什么作用？

蓝海红：广东省非遗馆不仅
是岭南文化的“基因库”，更是湾
区人共同的“精神家园”。粤港澳

三地共同保护传承的非遗，是促
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精神力量。

“湾区同心”展厅直接将湾区
人民共有的文化生态一一呈现。
例如，粤剧是连接粤港澳三地天然
的文化纽带，展厅内设置有广东八
和会馆、戏棚、红船等，还展示了港
澳传承人捐赠的实物，观众在此可
以从展品、系列影片中感受到“同
饮一江水”的亲切感。未来，广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将积极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非遗交流互鉴平台。

羊城晚报：如今，文化场馆越
来越贴近大众的生活。开馆后，
如何用好非遗馆这样一个平台，
更好实现文化惠民？

蓝海红：非遗馆是一个平台、
窗口，但非遗项目却如同珍珠一
般散落在各地，深入人们生活生
产的各个层面。非遗馆有限的场

馆，其实是与无限的、生动的非遗
生活最好的链接点。活色生香的
展示、展演活动，就是最好说明。

非遗馆的落成，打造了更广
阔的舞台。我们将充分发挥粤港
澳大湾区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
优势，积极合作举办各类非遗展
示、展演活动，建立非遗传承保护

体系，推动三地非遗资源的联动。
羊城晚报：“三馆合一”开放

后，非遗与美术、文学在这里碰
撞，文化空间的聚集将生发出怎
样的效能？

蓝海红：非遗蕴藏着源远流长
的文脉，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非
遗包罗万象，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文学之母是生活，艺术也
来源于生活，这些生活方式在非遗
里都有所体现。我认为，有了白鹅
潭大湾区艺术中心这一平台，非
遗、美术、文学三个馆聚合在一起，
距离上如此便利，将来肯定会产生
更多交流和联动，互相启发，碰撞
出新的文化成果。

以有限的场馆链接无限的非遗生活

活态展陈要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主任蓝海红：

省非遗馆恰如岭南文化“基因库”

羊城晚报：请您介绍一下非
遗馆的基本情况。

蓝海红：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馆（以下简称“广东省非遗馆”）
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展陈面积
1.04万平方米，地上建筑5层，具有
保存保护、研修培训等功能。

馆内共设置7个基本陈列展厅
和1个专题展厅，包括“非遗情缘”

“山海之间”“饮和食德”“臻品厅”
“物华锦绣”“南风传韵”“湾区同
心”等。基本陈列展示以“人民非
遗 时代新彩”为主题，凸显非遗来
自人民，是中华文明绵延的生动见
证。展陈设计以一棵向上生长的

“榕树”作为空间主体形象，将“家

国根脉”融入展陈脉络之中。
一至四楼每层分别以“文脉”

“生活”“艺术”“交流”为关键词，
挖掘大湾区非遗、广东非遗背后
的文化记忆。观众拾级而上，仿
佛见证岭南文脉这棵“榕树”，从
萌芽、成长到繁茂的生命历程。

羊城晚报：广东省非遗馆可
谓规模空前，馆内都有哪些不可
不看的非遗珍宝和亮点呢？

蓝海红：我们针对开馆征集
了将近1000件（套）展品，所以展
品非常丰富。基本陈列主要展示
了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以及保护传承实践成果，其中不
乏名家大师的经典之作。大型骨

雕作品《湾区同心》就是重磅展品
之一，广州镇海楼、香港金紫荆广
场、澳门大三巴等大湾区地标，在
长达将近 5 米的骨雕里纤毫毕
现。三楼“臻品厅”集中展出多位
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的代表作。

“山海之间”展厅里，一条 22
米长的传统龙舟颇为吸睛。它来
自“中国龙舟之乡”东莞的中堂
镇，是非遗馆内规模最大的一件
展品。龙舟下方运用现代科技做
出了水波纹的效果，室外的珠江
水景也能进入观众视线，与龙舟
的陈列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将

“观展”与“观景”相结合。

空间主体像一棵向上生长的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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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白鹅潭
大 湾 区 艺 术 中 心 如
同 一 艘 洁 白 温 润 的

“文化巨轮”，那么，
广 东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产馆就如同“珍宝
盒”，蕴藏着岭南文
脉 生 生 不 息 的 奥
秘 。 如 何 呈 现 丰 厚
的 岭 南 非 遗“ 家
底”？广东非遗保护
工 作 又 将 如 何 翻 开
新 篇 章 ？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专 访 了 广 东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馆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主任蓝海
红——

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位于广州荔湾

白鹅潭畔三江交汇处，这艘长近360
米的“文化巨轮”，拥有560 米长的临

江景观面。

三馆地上最高 11 层，地下 2 层，总建

筑面积约14.5 万平方米，地上约 10.5

万平方米，地下约4万平方米。其中，美术
馆 6.5 万平方米，非遗馆 2.6 万平方米，文
学馆 1.8 万平方米，共享公共区域 3.5 万平
方米，还有城市公共空间、下穿隧道、公交
首末站等城市配套设施。

艺术中心设计了室内外观景平台，艺
术共享大厅、30 米屋顶花园、36.8 米观景
廊、美术馆 50 米屋顶花园等公共空间，让
市民游客一览珠江美景。

整个建筑立面由白色彩釉玻璃幕墙、
仿清水混凝土幕墙等组成，整个建筑外表

皮超过8 万平方米，拥有超过 11 大幕墙

系统、22个子系统。
滨水岸线设置亲水栈道和活动平台，

在200 年一遇的防洪标高以上，为市

民搭建外延向珠江的活动空间。

广东美术馆
●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展陈面积 2.5 万平方米
●聚焦当代美术、国际美术研究
●未来将呈现“广州三年展”等大型国际性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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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巨轮”停泊在珠江之滨，寓意岭南文化乘风破浪、远播四海

夜色下的艺术中心将成为新的城市亮点夜色下的艺术中心将成为新的城市亮点

艺术中心立面明快流畅

亮
点逐个数

馆内大量使用墙面和地面投影等科技手段

非遗民俗得到充分展示

制作精良的展览静待观众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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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美术馆、
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
馆、广东文学

馆于一体的白鹅潭大
湾区艺术中心于4月
28日正式启用，并将
于“五一”期间向公众
开放。

白鹅潭大湾区艺
术中心坐落在广州市
荔湾区白鹅潭畔三江
交汇处，致力于打造
“岭南文化的标志地、
大众休闲的目的地、
湾区交流的会客厅”，
集合了岭南文化主要
的门类和内容，实现
自然与文化相贯通、
功能与审美相呼应、
历史与发展相统一。

该艺术中心由中
国工程院何镜堂院士
领衔团队设计，建筑
设计取“鹅潭写意，云
山艺境”之韵味，呈现
从两侧向中心逐渐抬
升的叠级造型，这恰
恰是岭南地域、文化
与时代的高度融合，
显现出老城市新活
力，象征着岭南文化
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三馆齐聚，盛极
一时。白鹅潭大湾区
艺术中心，承载着美
术、非遗、文学等岭南
文化传承的厚望，凝
聚起全社会的瞩目与
热情，正徐徐向我们
走来……

（朱绍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