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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岭南画派纪念馆大力支持）

2022年 2月 18日，羊城晚报《岭南文史》栏目刊发报道
《二沙岛上来天风 画派岭南又奇峰》，探寻“岭南画派”一代宗
师高奇峰旧居天风楼，讲述了“岭南画派”天风一脉百年传承、
渡海光大之路。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应读者提议，羊城晚报记
者接连走访十香园、春睡画院、樗园等其他“岭南画派”代表人
物旧居故地，探寻这张岭南文化重要名片的历史传承与精神内
核，以期为当下艺术创作与名人故地保护修缮提供参考。

陈树人故居旧址亦成纪念馆

樗（chū）园旧址
在 广 州 东 山 署 前 路
10 号，现为陈树人纪
念馆，纪念岭南画派

“ 二 高 一 陈 ”当 中 的
“ 一 陈 ”—— 陈 树 人
先生。1987 年，陈树
人 亲 属 将 樗 园 遗 址
无 偿 捐 赠 给 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1988 年 ，
陈树人纪念馆落成，
免费对外开放。2020
年 5 月 30 日，陈树人
纪念馆修缮竣工，是
一栋两层建筑。

樗 园 曾 毁 于 抗
日战火，旧观已不得
见。据资料描述，它
的布局分为三重：进
门夹道浓荫，左边有
一小塘，临水筑一小
亭“勺亭”；步入可见
一 栋 两 层 砖 木 结 构

的 楼 房 ，名“ 古 翠
楼 ”，为 陈 树 人 一 家
居所；最后一重为其
画室“草绿山堂”，山
堂 采 用 南 方 特 产 大
楠竹搭架，四面用竹
笪围成墙壁，壁上装
有玻璃以采光。

现在的纪念馆里
特 别 安 排 了 一 个 房
间，纪念陈树人的长
子陈复。陈复先后在
日本、加拿大和莫斯
科留学，在莫斯科留
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9 年，他回国
后参加革命，先后在
天津、广州等地印发
报刊、书籍，宣传马列
主 义 和 革 命 思 想 。
1932 年在广州被反动
派跟踪绑架，后被害，
年仅25岁。

名人故地保护
可引入更多专业力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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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对于十
香园、春睡画院、天风
楼等故地的保护修葺，
如何更好地传承岭南
画学精神？

李劲堃：我认为，
社会有责任对名人故
地进行前瞻性保护。
无论是过去“二高一
陈”、关山月、黎雄才等
岭南画派名家，还是其
他领域的近现代名家，
（我们）都甚少在他们
在世时，完整保存其故
事、作品和痕迹。

广州十香园的保
护是近年来比较好的
一个案例，这样的效果
不仅得益于政府的投
入，还有赖于大量的社
会参与。十香园里曾
孕育了广东重要的文
化名片——岭南画派，
如今不仅保留了原址
和故事，更有持续的运
作。作为岭南画派的
原点、今日活动的举办
地，十香园促进历史与
当下交织传承。

羊城晚报：对于名
人故地的修葺保护、活
化推介应该注意什么？

李劲堃：目前对于
名人故地保护活化的
方式、方法，我认为还
有更多提升的空间。
我在政协会议上提出
过，名人故地不应只委
托属地相关政府机关
管理，还可依据专业领
域，委托学术机构、教
育机构管理。如果对
名人故地进行专业序
列化托管，有助于更好

地活化利用，同时也为
专业机构提供研究、教
育的重要现场。

我一再强调，对于
新确定的名人故地，政
府应该提前介入保护，
更要提前并着力保护
好文化财产和文化故
事。客观上看，关山
月、黎雄才两位文化艺
术大家的美术馆，都没
有建在广州，实属某种
遗憾。我认为，广州要
留住更多重要文化名
人、经典名作，提前介
入是非常关键的思路
和举措。

羊城晚报：在这些
名人故地，可以怎样发
掘、讲述广东的美术故
事？

李劲堃：对名人故
地的保护，归根结底是
为 了 更 好 地 服 务 大
众。在利用这些资源
讲好广东故事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专业性，要
警惕牵强附会，甚至弄
虚作假。

对于名人故地的
运营维护，可以引入更
多力量共同参与，尤其
是专业力量，实现效果
上 1+1＞2，成本上 1+
1＜2。专业力量的介
入，可以令名人故地的
应用形式更多元化。
像一些合适的红色名
人故地，如果能建起党
史研究馆，让老师能带
着学生在历史发生的
地方挖掘、研究出更
新、更深入的故事，岂
不是更好？

在成为革命者之前，时年 14岁
的高剑父曾求学于清末著名花鸟画
家居廉，在十香园（现广州市海珠区
怀德大街）学艺。岭南画派先贤居
巢、居廉居于此，他们开创的“撞水”

“撞粉”技法被后者沿袭至今，十香
园也以“蒙馆”形式，培养了近代岭
南大批美术人才。因而，十香园被
誉为“岭南画派摇篮”“岭南画派的
发祥地”。

2007年，这座原本已经荒芜的小
院突然热闹起来。考古队员、勘察人
员在此寻找当年十香园的地基，收获
了一张居氏后人捐赠的手绘《十香园
原貌图》，开始复原工作。其后，不仅
按原样复建了十香园，还揭开了一段
与岭南画派发端有关的历史。

1864年，居巢和居廉“宦粤西二
十二年始归故里”，回到了广州。居
廉在此种植了多种花卉，供写生
用。园内遍植素馨、瑞香等十种香
花，故名“十香园”。

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三座主体建
筑的遗迹：今夕庵、啸月琴馆、紫梨花
馆。他们按照百年前的地基遗址，进
行了复原。据记载，今夕庵本为居巢
作画、会客、日常生活起居之地。他
去世后，改为居廉供佛诵经之所；啸
月琴馆是居廉住所兼画室，以其收藏
的古琴命名；紫梨花馆是授徒作画的
地方，室内东面为书房，高剑父、陈树
人等曾在此学画。

据当年居氏后人居玉华女士回
忆，抗日战争期间，在此驻扎的日本军
队离开前把大部分建筑拉倒，仅剩下
紫梨花馆，十香园几乎毁于一旦。

1983年，十香园虽被定为广州市
文物保护单位，但残存的百年故园已
经成为危房，不断有声音呼吁修葺十
香园。广州市海珠区于2006年启动

“十香园”的修缮工程。2009年，当地
进一步对十香园进行保护和开发，围
绕着十香园旧址，扩建出美术展厅、休
闲广场等功能区域。

高剑父纪念馆馆长李琰表示，
岭南画学后人在这里用自己的方式
致敬前贤。正屋的对联“上马杀贼
享誉南北广东同盟会首，提笔赋诗
折衷东西岭南画派宗师”，概括了高
剑父的一生；东厢房悬匾为广州美
术学院教授刘济荣题写的“倚剑丹
青”，西厢房悬匾为著名画家欧豪年
题写的“西学鉴进”……

1920 年后，辛亥革命元老高剑
父决意淡出政坛、潜心绘画，旨在艺
术领域发起“革命”。革命家黄兴据
诸葛亮诗“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
迟”，给高剑父居处题额“春睡草
堂”，“春睡画院”遂得名。1930年，
高剑父购得朱紫街 87号，春睡画院
此后便固定于此。

高剑父之子高励节生前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采访回忆，这间房产于
1930 年以低廉价格购得，全家都搬
到此处。据他描述，画院大门一进

去，庭院有口井，旁边有棵夹竹桃，
另一边则有一棵梧桐树。“父亲写
画、居住的地方很简陋，就在二楼，
全是木头搭建。”高励节说。

在春睡画院，高剑父践行了自
己的艺术主张：“绘画要代表时代，
应随时代而发展。”在教学上，他主
张兼容并包，鼓励门人自立门户。
由此，春睡画院走出了不少艺术大
家：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司徒
奇、杨之光等。高剑父特别体恤学
生，不少弟子家里穷困，高剑父便免
去学费，黎雄才就是例子。

1938 年广州沦陷，春睡画院被
日本人炸毁，高剑父赴澳门。抗战
胜利后，高剑父又回到广州，在春睡
画院原址创办“南中美术院”；1947
年，他出任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
校长之职。1951 年，高剑父在澳门
去世，而他的艺术宗旨与精神被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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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28日，位于广州市越
秀区盘福路口的盘福大厦热闹非凡。

广东本地文化艺术名家与来自
海外的岭南画派美术家代表齐聚于
此，共同见证高剑父纪念馆落成开
馆、春睡画院移建完工。当时主流媒
体报道称，这是广州市乃至全省首个
采用创新方式移建的文物场所。

盘福路朱紫街87号盘福大厦所
在本是一片平房，原 85 号至 91 号，
是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先生
聚徒讲学的“春睡画院”旧址。随着
城市的变迁，几座十几层的高楼取
代了平房。如今，春睡画院故址挂
着“高剑父纪念馆”的牌子，而复原
的“春睡画院”则位于盘福大厦14楼
天台。

综合相关历史报道，从百年老
宅到空中纪念馆，高剑父纪念馆落
成及春睡画院移建前后经历约 20
年。1984 年，在关山月先生的反映
下，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欧初提出“修
建岭南画派纪念地”。1989年，高剑
父先生家属将春睡画院旧址房产无
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并把一
批书画捐赠给广州市文化局。

1993 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拨专
款修葺春睡画院旧址，并建立了高
剑父纪念馆。1994 年，广州市政府
对该馆进行重建。重建采取了最新
的文物复建形式，与房地产公司合
作开发建设，在旧址上建起了盘福
大厦。首层为高剑父纪念馆，而原
位于地面的春睡画院旧址，则迁到
旧址上面。

如今，乘坐电梯来到盘福大厦

14 层，向左拐弯，迎面是一扇朱红
的大门，可见一幢青砖红瓦的传统
岭南民居建筑以及建筑围起的小
小 庭 院 ，此 即 移 建 后 的“ 春 睡 画
院”。透过楼顶边缘安装的强化玻
璃护栏向外望，对面就是绿意幽幽
的越秀山，明代古城墙在林木间露
出一角。

移建后的春睡画院基本保持移
建前的原貌，包括门厅、大厅的三间
房和两间侧房，总面积逾 310 平方
米。大厅中集中展示高剑父的艺术
生平，侧房原为高剑父的画室和居
室，门厅是画院的教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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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将梳理史语所学术贡献

“最开始对建筑进行测绘时，
我就留意到门廊上有一些隐约可
见的线条。”蔡凌说，有了这一观
察，她特地交代施工人员在清理
拱券门廊时要格外小心些。

拱券门廊将柏园东西两座连
接起来，修缮前门廊上的“白色”
方砖曾十分显眼。直到前几天，
它的本来面目才彻底展露：原来，
白色并非方砖本色，仅是一层人
为刷上的外墙漆。清洗之后，红砖
与绿釉花砖相间的景象才得以重
见天日，颜色和纹样都大为改观。

蔡凌介绍，以前的墙面是住
户涂上的白色外墙漆，厚厚一层，
黏性还特别大：“现在还能看到一
些白色残留物，如果全部磨掉对
砖的损害太大了，所以我们采用
手工，一点一点清刷。”

清理建筑表面的加建物是柏
园修缮活化中的重要工作。除了

拱券门廊，花阶砖地面、门窗、屋
内拱券等的清理均采用全手工
方式。

记者看到，在柏园西座一楼，
两名工人正在重新给地面铺设花
阶砖。“原来地面是住户铺的大理
石，我们靠人工敲掉，发现下面的
花阶砖已经发生了沉降。我们只
能一块一块取出，先平整好地面，
再重新把砖铺回去。”蔡凌介绍。

她还介绍，除西座一、二层属
于公产外，其他房产都属于私人
业主，因此，目前柏园的修缮与活
化主要针对西座一、二层。

“修缮第一步是拆除加建的
东西，第二步是判断它之前应该
是什么样，尽可能恢复它原来的
样貌。”蔡凌告诉记者，做完基本
的清理工作，接下来还会修复楼
梯、给门窗上油漆，对外墙进行全
面清洗。

柏园修缮又有新发现！
在两个月后的“史语所”创办纪念日，主题展览将对公众开放

位于广州东山的“国立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
简称“史语所”）旧址柏园，自今
年6月 2日经羊城晚报《岭南文
史》栏目独家报道后，其作为“史
语所”创办地的历史渊源和学术
影响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8月18日，羊城晚报记者从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柏
园在修缮过程中有了可喜发
现。施工人员在清理庭院中部
的拱券门廊时发现，米黄色的墙
面下竟是色彩绚丽的编织纹样
花砖。

记者在现场看到，柏园西座
一、二层已围起，修缮工作正如
火如荼地开展。广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柏园修缮与活
化利用项目负责人蔡凌
介绍，到今年10月22
日，修缮工作将全部
结束，届时，“国立
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在广
州”（暂定名）主题
展览将在这里开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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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 10月 22日，“中研院
史语所”在柏园正式成立，这是中
国第一个国立考古学、历史学和
语言学等现代人文学科的研究机
构，其价值逐步获得世人关注。

柏园的修缮从今年 4 月开
始。4月 18日，广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收到国家文物局批示，正
式 启 动 对 柏 园 的 修 缮 保 护 工
程。随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针
对柏园开放空间完成测绘工作
和部分数字信息采集工作，并建
立数字化档案。

5月 31日，住粤全国政协委
员许瑞生带领省政协文化和文
史委调研组赴广州越秀柏园开
展自主调研。紧随其后，《羊城
晚报》在《岭南文史》专栏对柏园
进行深度报道。

多方支持下，柏园的修缮与
活化步伐进一步加速。“到6月15

日，这里的住户全部顺利迁出。
我们开始进行全面测绘，做修缮
方案，随后施工队开始进场。”在
前不久公布的第十批广东省文物
保护单位中，柏园也位列其中。

蔡凌向记者透露，今年10月
22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在广州”（暂定名）主题展览
将在柏园西座二层开幕。“选在10
月22日，是因为‘史语所’的创立日
期。我们将以展览的形式，把‘史
语所’的创办历程及它对中国学术
体系的贡献展示出来。”蔡凌说，同
时，柏园西座一层将引进广东文旅
融合创新发展项目“粤书吧”。

作为项目负责人，蔡凌几乎
每天都会到柏园查看进度，并用
手机拍下修缮前后的样子。“每
次来都能看到新变化，记录这个
过程非常有趣。”她对修缮后的
柏园表示期待。

全手工清理建筑物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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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剑父在春睡画院
（岭南画派纪念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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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正在清理拱券表面的白色墙漆

▲

▲清理后的拱券恢复原来的模样

一个画派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近年来，随
着广州美术界、学术界纵深挖掘岭南画学源流脉
络，从十香园到春睡画院的历程越发意义宏阔。

传统画家教授学生，多从临稿开始，居廉则不
同，他非常重视带着学生去写生。在广东画院院
长、广东省美协主席林蓝看来，“居师”（居廉）开创
了岭南画派最重要的传统——写生：“他在十香园
养花鸟，用提篮装着颜料笔墨，在花园写生，这是开
创性的观念和实践。”

居廉所绘花鸟草虫传神，正得益于写生。高剑父
在《居古泉先生的画法》中记载道：“师写昆虫时，每将
昆虫以针插腹部，或蓄诸玻璃箱，对之描写……当是时
也，真有‘不知草虫为我耶，抑我为草虫耶’之哲学。”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蔡涛认为，居廉能如博物图
一般剖析物种结构，很可能与西方的博物图在珠江
三角洲的早期流播有联系。居氏的交游圈中既有
文人绘士，又有大量十三行行商客人，并有伍德彝
等行商后人作弟子，居廉很有可能受到他们的影
响，改革其画技与绘画观念。

2021年10月，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学院
展出的《从十香园到春睡画院——广东中国画教育的
现代转型研究展》，就侧重探讨了广东画人在中国画
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的角色和作用。居廉教画时同
时教多个学生，打破了过去传统师徒授受的模式，由
此开启岭南画人在美术教育现代化上的探索。

相关研究者认为：“关山月曾说，‘动’起来才是岭
南派。‘动’既是指画作内容的生动，也指画家必须经常
接触大自然、接触社会、要经常走动，而且画作必须有
所变化、有所创新。”十香园到春睡画院的培养模式也
直接影响到其弟子对后人的培育模式，可谓一脉相承。

时至今日，林蓝还将居廉、居巢在十香园所作的
写生花鸟作品，挂在画室墙上，时刻观摩，参照自身。

“过去自己侧重对花鸟题材进行提炼表达，写心中之
花。”她说，而今希望回到生活当中，不断再出发。

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