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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永恒，这是摄影的价值和魅力所在。由中国美术
馆主办的“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光影人生——
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日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
展览精选了100余件高帆、牛畏予摄影艺术生涯各时期代表
性的作品，全面呈现这对伉俪从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时期的
赤诚的艺术情怀。

牛畏予和高帆的首次个人影展分别于1988年3月8日和
1999年 8月 1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时隔数十载，再次在中
国美术馆举办二位的摄影回顾展，具有特殊意义。

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说：“高帆、牛畏予伉俪
所从事的摄影艺术是他们人生的事业。他们在抗战年代参
加革命，用摄影实现他们救国救民的理想。通过摄影，记
录了那烽火年代，摄影也塑造了他们的人生。”

高帆和牛畏予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摄影工作
者，他们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从苦难到辉煌，记录了中
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篇章，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
价值。

高帆的摄影成就集中体现于战地摄影，其在新中国时
期拍摄的东欧人物肖像，也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审美
旨趣。此次展览中展出的 《定陶战役》《临汾战役》《北平
入城式》《毛主席在西苑机场》 等系列摄影作品，从战斗
前线、入城盛典到领导人重要活动，仰赖于摄影，这些历
史场景的记录得以成为记忆的载体。

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摄影师之一，牛畏予在新中国时
期拍摄了许多广为传播的女性形象。牛畏予的作品，更多
地呈现各民族的普通劳动者。在4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她
曾重走长征的雪山、草地，4次到四川阿坝拍摄专题，2次
到新疆，1975 年在西藏做长达 8 个月的采访……在她所保
留的10余本拍摄笔记中，能看到她对于自己摄影生涯的总
结是“倾注心血，饱含真诚”。

值此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之际，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
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于 6月 23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
开幕。

据悉，本次画展共收到全国各地的来稿作品 5500 余
幅，经过初评、复评的严格评选，共选出入选作品159幅。
除此之外，还特邀了32位美术家参展。值得一提的是，由
徐里、谭乃麟创作的《不忘初心，坚持“一国两制”，香港
的未来一定更美好》，李翔、杨文森、张蕊创作的《香港回
归二十年发展成就巨大》，刘健创作的 《省港大罢工》，刘
金贵创作的《香港回归祖国，特区政府成立》，毕建勋创作
的《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大政方针》，刘泉义创
作的 《香港与抗日战争》，苗再新创作的 《英国侵占香
港》，黄骏创作的 《香港人民欢庆新中国成立》，陈钰铭创
作的《虎门销烟》，王珂创作的《辛亥革命与香港》等10幅
作品，是中国美协专门为此次展览组织创作的，其内容反
映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2017年期间香港回归祖国之路的
重大历史变革，彰显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针在香港的成功落实，展现了香港回归祖
国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展现了中国画在新时代的
新发展。展览将持续至7月4日。 （杨晓玲）

展现中国画新发展
贺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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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心血 饱含真诚
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举行

□林苑均

吴其树多年来钟情于画榕树。为此他多次奔赴云
南西双版纳写生。他笔下的榕树，没有扭捏作态的柔

枝，婆娑摇曳的细丝，一律是老干挺拔、虬枝刚劲、
龙蛇盘曲的根系。

《西双版纳风情》 组画，是吴其树历经 3 年完成，
既有宏篇巨制，也有精致小品。组画之七，画面赋色
淡雅，构图层层深远，将西双版纳原始森林蓬勃的生
命力表现得真实感人。画面中，一株千年古榕，昂首
挺立在林中，周身上下，无数条气根，如同一个大家
族拥抱在一起，紧密地站成一个整体，共同抵御着风
雨。这株千年古榕，无疑是中华民族命运与共、自强
不息的生命写照。

吴其树在追求铸情立品中，走了一条艰辛、坎坷
之路。16岁时，他在一位工艺美校老师家中，第一次
见到了工笔绘画的创作过程，中国工笔画的绝妙用笔
强烈地吸引着他。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现场观
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开启了他漫长刻苦的学艺
之路。在昏暗的灯光下，不知疲倦地日夜作画，使身
患脊椎炎的他，身体进一步恶化。但于困厄生活中艰
难学画的经历，反而成为他最大的人生乐趣。

中国历史悠久的工笔绘画，延续至今已有了很大

的发展突破。但怎样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新机，
贴近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是工笔画面临的一个重
要课题。吴其树在自己的绘画中，努力探索着、实践
着、寻找着一条属于自己的绘画途径。1995年，他进
入中央美院进修，投师在金鸿钧、郭怡琼、李行简门
下，系统地学习了山水、人物、花鸟的绘画理论技
法。学习中，他认识到了自己在文学修养上的欠缺。
中国绘画崇尚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笔墨有尽，意韵
无穷的境界。随着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吴其树的绘
画明显增强了文化底蕴，绘画变得厚重起来。作品随
之进入到各种重要展览，其代表作在美国、日本、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

当年，他曾在不足 10 平方米的陋室中，在床板
上画出了丈二的大画。这幅画至今悬挂在他的画室
中，每日面对它，吴其树的心沉静如水。萌发于 16
岁的绘画梦如今已化为现实，面对取得的成绩，吴其
树始终保持着平静的心态，依然每日置身画室中认真
作画、努力读书，面对着变化的世态人心，淡泊守
道，不忘初心。

静对人世 钟情自然
□尹汉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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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的喜悦 刘红琴

水墨画承载着中华文化坚韧基因

如果回望香港百年殖民史，不禁会发现：内地不
少艺术家只是作为怡情养性的中国书画，在香港殖民
地背景下竟然还有更深的内涵，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
的传播和坚守。

可以说香港百年殖民史中，水墨画从来不缺乏中
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和精神。特别是由于战乱和时代的
变迁，大批优秀的中国画家不断地来到香港，有力地
促进了香港水墨艺术的发展。同时，内地特别是广东
中国画艺术的发展始终给予香港艺术源源不断的影
响，而香港开放的环境也为内地的艺术发展不断带来
新的国际资讯和新的创作观念，促进了传统中国画艺
术向现代转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清垮台前，香港是革命家
的避难所；满清垮台后，香港又成了保皇党的首选避
难所，由此在中国画艺术上也形成了保守与革新的矛
盾，但在传播中华文化上，革命党和保皇党却是一致
的。在中国画创作上就形成了岭南派和传统派的区
别，并产生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学术争论。

20世纪前50年，香港水墨画艺术主要是受岭南派
艺术家的影响。香港艺术馆原总馆长朱锦鸾认为：香
港早期的书画活动和邻近广东的书画活动一脉相连。
晚清时期，响应民主革命号召，先后到港从事革命宣
传工作的文艺界人士，利用香港相对开放的言论空
间，出版报纸、杂志，争取舆论空间，鼓吹革命，以
此地为推翻满清政权的基地。民国初期在港从事书画
活动的传统国粹派与新国画派相容并存。

从1937年到1941年间，寄寓香港的书画家包括广
州两个主要的艺术体群：中国画研究会和岭南画派的
成员。中国画研究会旨在维护中国画的笔墨传统，而
岭南画派的中心人物高剑父则以革新中国画为己任。
二战前，各派书画在香港活动非常频繁，他们组织画
会、绘画班或书法讲座，也经常举办书画展览，而文
人雅集也是他们经常举办的文艺活动之一，对当时文
化起点不高的香港来说，带来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画在香港发展良好势头，却因日本入侵中
断，直到抗战胜利才逐渐恢复。

立足传统放眼世界的香港现代水墨

从20世纪50年代起，香港有了以香港命名的美术
组织。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香港美术设施的建设以
及富有中华民族、香港地域身份认同的艺术家定居、
任教，香港风格的艺术开始得以探索。特别是王己千
1956年参与创办新亚书院艺术系，并于20世纪60年代
出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王己千邀请著名旅法
现代派画家朱德群来香港讲学、办展，聘请吕寿琨等
任教，对香港本土艺术人才的培养做出重要贡献。吕
寿琨当年的学生中就包括香港现代水墨名家王无邪
等。吕寿琨还与其学生弟子共同组织成立了元道画会
等学术创作机构，倡导用中国画传统艺术结合西画。

20世纪70年代，台湾画家刘国松受聘香港中文大
学艺术系移居香港，刘国松先后开设的“现代水墨
画”课程和“现代水墨画文凭课程”，为推动香港本土
的现代水墨画发展培养了基础人才，由此诞生了“现
代水墨画展”和“现代水墨画协会”。刘国松先后提出

了“革毛笔、宣纸的命”等现代水墨技法创新宣言并
发展了一系列现代水墨技法，不仅对香港而且对内地
画坛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香港水墨画具有自主创新特色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批大师级人物如林风眠移
居香港，其他如吴冠中等也经常到香港讲学、办展，
香港对现代水墨的整体认识又有了新的高度。特别是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吴冠中多次到香港写生讲
学，并于1998年在香港举办盛大的回顾展。

香港回归后，以此为契机，多种重大水墨展览相
继启动。1998 年，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经文化部批
复，由深圳市政府主办、深圳画院等专业艺术机构承
办启动。这是常设性、国际性大型水墨活动，旨在弘
扬水墨画艺术传统，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该展览所
倡导的新水墨运动，对香港现代水墨艺术的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香港的开放和探索也为深
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注入了新的学术命题和创作活力。
例如在深圳展览中有一个单元是“设计水墨”，这个概
念就是香港老画家王无邪提出和使用的。2009年，香
港美术界开始筹办的“港水·港墨”现代水墨展，并于
2011年在中国美术馆、香港大会堂分别举办了第一届

“港水·港墨”展览，展示出香港现代水墨的整体实
力。出生于香港的中国美协原书记处书记、深圳文联
原主席董小明，是第一届“港水·港墨”展的策展人。
董小明谈道，这个展览的筹备历时近两年，参展画家
尽情投入，对自身和香港水墨画进行审时度势的思考
和认识，从艺术观念至表现技艺展开多层面的交流和
切磋，在作品创作上进行精益求精的探索和实践。全
过程成为现时香港画界一次注重专业学术且务实求真
的艺术活动。他说，展览的策划其实是参展画家共同
完成的。展览命题“港水·港墨”也出自参展画家。从
中能感受到香港水墨画家对城市的爱，对自身从事的
水墨画艺术的真挚情感。“具有自主创新特色的香港水
墨画，无疑是当代水墨画进程中独具一格、富有活力
的组成部分。香港美术应作为中国美术发展版图中的
重要内容而得到关注。”

香港水墨画发展的生生不息之态

香港水墨画家已经成为一支独具特色的创作队
伍。他们立足传统、面向世界，勇于创新、富有生
气，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体现了香港回归20
年来港人与内地的文化精神联系和健康多元的文化自
信。董小明以“港水·港墨”展为例说：此展览至今已
举办了两次，参展画家从9位增加到26位。第二次展
承载着香港水墨画更加丰硕的成果与大家见面。展览
展出26位画家的水墨作品，都是近年新作。相比首届
展览，阵容大大增强，几代水墨画家济济一堂；创作
的题材更加丰富，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和都市景
观；表现形式风格多样，有继承岭南画派等水墨传统
的创新之作，有融合西洋绘画乃至设计装饰艺术的现
代水墨，也有兼收并蓄、独辟蹊径的新水墨作品。多
位为人熟悉的知名画家的作品，呈现出更加鲜明的个
人面貌和日臻精湛的表现技巧，其中不乏近年在画坛
屡获殊荣的力作精品，标志着香港水墨创作的新水
平。一批新进水墨青年的作品，以其不同的文化背景
和艺术观念融入水墨创作，成为展览中一道清新的风
景，也预示着香港水墨发展的生生不息之态。他表
示，自首届展览以来，愈来愈多香港画家参与了探索
传统水墨画的现代性，致力打造具有香港特色的水墨
艺术的创作实践。“传承与革新”这一共同的理念，让
水墨画家们携手同行，并成立了专业学术团体——中
国画学会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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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来临

之际，从香港到北京，都有庆祝

画展分别在两地举办。一脉相承

的中华文化血脉把香港和内地紧

紧相连。回眸水墨画在香港的百

年发展历程，特别是近20年的繁

荣发展，更令人感叹中华民族文

化艺术强大的生命力。香港现代

水墨艺术的发展，则鲜明地体现

了古老中华艺术的现代转型之

路。“水墨艺术”这个词的出现

就是传统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结合

的产物。

戏雪 林湖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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