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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我们把眼光落在美术史的卷册之上，以当代为基点，往上追溯历史，广东地区实际上有着源远
流长的绘画传统。
岭南温润的地理环境与独特的人文环境长年累月的沉淀，或隐或现地体现在艺术家的创作中。
泛舟史海，唐有南海张询之“善画吴山楚岫”；明有颜宗“天趣不可及也”的平远清淡山水；清有顺
德人黎简“泓峥萧瑟，实不可言。
剡溪归棹，余情邈然”的审美追求；乃至于居巢、居廉“于两粤独树居门一帜”的花鸟画风；最后由
岭南画坛整个体系的崛起，荡觞百年遗风。
诸此等等，为当今岭南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厚实的传统铺垫，终究成就今日广东画坛煌煌之象。
先人的深厚文化沉淀给予了岭南画家文化语境上的自信与动力，19世纪以来广东作为开放门户的身份
又使得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在各个领域无所不在，这些因素从主观与客观双方面推动了岭南绘画
风格的逐渐形成，而最终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艺术家。
岭南的画家群体的不断出现，以及他们对艺术的真诚、对各自所走的艺术道路的执着，树立了一种岭
南绘画的品格——要发展中国画，既要尊重传统，也要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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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湧，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84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并留校任教。
2000年毕业丁：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学历班。
现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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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最近读陈金章先生的山水画有个突出的体会，那就是他的艺术创作包含了一切艺术之所以能感
动人的两个基本要素：劳动的难度和发自心灵的创造智慧。
艺术创作是人的手、脑和心合成的产物，它的技艺部分如国画的笔墨功力、油画的造型和色彩表现力
等，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靠长期反复的实践方能获得，要靠干锤百炼方能完善，这里来不得半点取巧
。
在这个意义上，说画家是“手艺人”，一点也不过分。
但是，光有手艺，仅凭劳动的难度与强度还不能造就好的艺术家，也不能创造出杰出的绘画作品。
因为艺术创造是艺术家心灵智慧的结晶，是他观察、体验生活、领悟艺术创造原理的产物，也是他心
智、灵性和感情的自然流露以至于是在特定状态下的激越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又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他是在审美上超越一般人的创造者。
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另外的情况：有些画家掌握了很好的手头功夫，但是缺少应有的悟
性，创作水平处于平庸状态而得不到应有的提升；另外一些画家则相反，不屑于艰苦的劳动和手艺功
力，仅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试图一鸣惊人，结果同样很难有所成就。
陈金章艺术的过人处，正是在于他既是一位诚实勤奋的实践者，甘心默默无闻地从事出现艰苦的艺术
劳动，又是一位在艺术上不断有所追求、有所探索和有所创新的艺术家。
陈金章早在解放前就在广州市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科学习，师从高剑父、关山月、黎雄才诸位先生。
1950-1956年，又先后就读于广州华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系，接受以培养写
实造型功力为主要目标的学院教育，并曾一度迷恋油画艺术。
显然，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国画的审美原理与创作方法有别于以块面造型为特点的西画。
当陈金章决定献身于传统的山水画创作之后，他面临的是如何消化自己学习的西画观念与技巧，使之
有机地融合在中国画的创作之中。
在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两种不同美学体系的中西绘画虽有观念与技巧的差异，但也有共同的追求
，不是完全对立和水火不相容的，关键是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他所作的努力是要把西画的某些造型观念与技巧用于中国画创作，纳入中国传统绘画的格调与趣味。
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出色的探索成果的岭南画派的先行者们，为他树立了榜样。
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岭南画派开创者们的是，陈金章这一代画家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已有所不同。
从20世纪中期开始，国画界已经开始批判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虽然那时的不少中国画创作受到当时文
艺政策影响强调政治性主题，但美术界对传统的认识已经有很大的提高。
陈金章在60年代创作的山水画如《秋醉朱砂冲》（1963）、《回响》（1969）等，不但显示出他在传
统山水画创作上已有明确的追求，而且表明他的个性绘画面貌已经初步形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中国思想界、文化艺术界反思“五四”以来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某些偏
颇认识，出现了重新评价民族传统的思潮。
国画界热烈讨论传统文人画的审美特点和它的美学价值与意义，探研笔墨语言在中国画创作中的作用
，这更坚定了陈金章在山水画领域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信念。
应该说，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三十年，是陈金章大显身手进行艺术探索和创作的最好时光。
从他的作品看，他的艺术追求有专一的方向，有清晰的思路，有行之有效的创作路子，找到了他个性
鲜明的风格。
首先，他跳出了文革前在山水画中刻意描写新社会变革的题材，逐渐转向描写河山之美，表现自己面
对大自然的亲切感受，重写意抒情。
他的画不求表面的题材新，而是在绘画语言中体现出作品的新意。
许多作品以自然界的景象做标题，如《春雨》、《春瀑》、《秋声》、《暮归》、《潮》、《江湾夏
日》等。
他继承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写生传统，足迹遍及祖国南北，从直接对自然的观察、体验和描绘着手，
广泛搜集作品素材，积累了大量的写生画稿。
但陈金章的画很少是写生小品，他一般是在素材稿的基础上精心构思、提炼，升华为完整的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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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笔墨是他山水画的一个鲜明特色。
他较少用大笔勾画和用大块墨色渲染，而多用细笔中锋点擦皴染，精细中沉雄朴茂而又秀逸多姿。
在构图章法上，事先他就有胸有成竹的安排，很少临阵发挥取偶然效果。
整个画面的操作过程以“慢”为特色，在慢中求精，求力和美的表现。
在性格上，画家历来有偏重于感性和偏重于理性的两种类型。
陈金章无疑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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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广东作为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重要口岸之一，新思想不断的注入，使得这个地区的文化呈现出既开放
又包容的格局，而岭南的艺术创作历来便以引入崭新元素并博取众家之长为其特色，这一精神亦显现
于现时艺术家作品之中，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呈现出不囿于传统文化限制，推陈出新，融贯中西的面貌
，也为中国画注入了许多独特的观念和元素。
编者有感于岭南画坛中勃勃生机之势，故将其集结成册。
“当代岭南”——聚焦于当下岭南地区的中国画创作状况。
“当代”既是现时的写照，也是在时空上对将来的一种延伸，我们希冀这册书能以一种延续的方式继
续记录下去。
而“年鉴”则是我们尝试以图像性、访谈性等多方位的角度来纪录与诠释艺术家所呈现出的岭南国画
史时段性的美术特征。
经过一年的编纂，《当代岭南中国画年鉴·2008》终于出版，在编辑过程中，感谢诸位老师与朋友给
予的帮助与支持。
本书作为“当代岭南”文化概念的延续，而后将逐年陆续推出。
由于时间仓促，编辑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诸位指正点评。
寥寥数言，是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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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岭南中国画年鉴2008》是由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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