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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其优秀传统，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

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侨居于千岛之国的画家施荣宣先生及其夫人林玉琦女士，于上

世纪 70 年代创办了菲律宾中国艺术中心，传播中国书画技艺，促进中菲文化交流。据统计至本世纪初，

已有五十四个国籍的三千多名学员参加研习中国书画，举办师生画展数十次。同时，施氏夫妇的艺术

活动，也在亚洲乃至欧、美等地，留下他们的足迹，并已产生相当影响。可以说，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

让世界了解并欣赏中国的传统艺术，的确尽了他们的责任并已作出巨大贡献。

这使我联想到近来常思考的一个话题，就是人们常说的“与世界接轨”。我们的中华文化如何“与

世界接轨”？“接轨”之后，是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送上世界舞台，让全世界观众了解和欣赏，

同时也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呢？还是“接轨”之后，丢掉自己的传统，甚至干脆跳上别人的“车厢”呢？

显然正确答案应当是前者。对这个问题，施氏伉俪已作出正确选择。他们的“中国艺术中心”在菲律

宾的创建，也正是“与世界接轨”的具体表现，而且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施荣宣先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曾在中国香港师从岭南画派大师赵少昂先生习画，其作品的

精神气韵，立意造型，犹存赵氏风范。而施先生的创作题材，似乎更为宽泛。诸如花鸟、草虫、山水、

走兽以及人物等作品，在施氏笔下，均不乏佳作。这说明施先生具有很好的天赋和广博的文化修养，

对客观事物能达到领悟的妙境，因而他所接受和抒发的则不拘于一方。当然，这也离不开他对深入生

活和博采众长的重视。

在施氏的山水画中，无论其用笔的坚实雄劲，或用墨的滋润丰华，在其娴熟的腕指之下，均能与

真实景物融为一体。如《百丈素崖裂》、《溪山过雨》等，均收到情景交融的效果。他的花鸟草虫作品，

似乎更承继着少昂先生“笔略神全，墨少意多”的特点，对诸如蚱蜢之类的描绘，虽寥寥数笔，却能

使观众感到“物色尽而情有余”。至于他的人物画，无论是背小孩儿的《母与子》或正在为顾客理发的

《剃头》，其神情动态，都显示着作者在造型基础方面深厚而扎实的功力。特别是他对剃头人的四句题语，

读来诙谐幽默，但富含哲理，更引发读者的诸多联想和深思。

作为岭南画派在海外的一位传人，施荣宣先生既承继了岭南派的画风，而又有他自己新的探索与

发展。其实这正符合岭南画派主要创始人高剑父先生所强调的“笔墨当随时代”，这也正是岭南画派值

得肯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岭南画派提出的“折中中西”，用高先生的话说，就是“有国画的精神

气韵，又有西画的科学技法”，显然，精神气韵在确定中国画的民族特性方面，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而“科学技法”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精神气韵”。所以，“折中中西”始终仍是“以中为本”。高

剑父先生又强调“绘画要代表时代，应随时代而发展”，所以岭南画派主张的“融汇古今”，也绝非古

今的杂陈，而是紧跟时代，“以今为魂”，不断革新发展的。从施先生的绘画风格来看，确实是具备着

以上特色的。

欣闻施先生将其四十余年来的作品结集成书，并将在中国及海外发行。在此，我衷心地祝贺他，

希望他在未来的岁月里为中国艺术在国际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6 年 10 月	于珠江南岸半壁书屋

承传中华文化 展现岭南画风

于风

于风 ：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研究室执行董事 ,研究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客居岭南多年，对岭南地区之画风耳濡目染，其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岭南画派。虽然对这一画派

的界定及其演变一直伴随着挥之不去的争论，但该画派于岭南画坛的影响及其在中国近现代画史上的

地位，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作为岭南画派主要创始人的高剑父、高奇峰

兄弟桃李满天下，他们的主要传承弟子如何漆园、黄少强、赵少昂、杨善深、司徒奇、欧少俨、方人定、

关山月、黎雄才等分别在广东、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传道授业，继续着岭南画派的革新传统，演绎

着这一世纪画派所展示出的百年魅力
[1]
。在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中，赵少昂于 1949 年后寓居香港，在

中西结合的文化氛围中继续耕耘其“岭南艺苑”，培育出一大批在海内外颇具影响的弟子。这批弟子及

其他们的再传弟子大多生活在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美国、菲律宾、新加坡、加拿大等国。

他们再以岭南画派的画风扬名于画坛，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并融合西方绘画技巧，因而形成特有

的艺术风格。常年寓居菲律宾的著名画家施荣宣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施荣宣先生本为福建晋江人，曾寓居香港，受业于高奇峰弟子赵少昂。在赵氏门下，施荣宣先生

能从容游离于赵氏画境之中，尤其在花鸟画方面，他所受到的熏染最为明显。

笔者在一篇题为《赵少昂的书画风格与鉴定》一文中指出，赵少昂晚年的风格“是在积墨中工写结合，

深墨与浅墨的对比较为明显”，“花鸟画以意境取胜。他用水墨淋漓与活泼欢快之笔状物取神，栩栩如

生，以独特的个性创造了自然美”
[2]
。同样地，我们在施荣宣先生的花鸟画中看到了这种继承赵氏画学

传统的影子。无论是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作的《作队忘机鱼自乐》(1962 年 )、70 年代所作的《高标

毕竟胜凡株》、《笼边情趣》(1972 年 )、80 年代所作的《秋荷》(1982 年 )、《白菡萏香初过雨》(1989 年 )、

90 年代所作的《香风十里弄晴晖》(1998 年 ) 等，都充溢着一种清新自然、状物写生的岭南画派气息，

与赵少昂的风格可谓一脉相承。这是施荣宣先生在数十年的艺术探索中所坚守的艺术传统。这种传统

正是岭南画派的精髓。我们在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的画中，看到了这种传统 ; 在

第二代传人赵少昂、何漆园、张坤仪的画中也看到这种传统 ; 同样地，在施荣宣、周千秋等第三代传

人中一样看到这种传统。虽然他们画风各异，但他们所秉承的歌咏自然美、以水墨淋漓的画学技巧来

描绘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等精神却是一致的。因此，当阅读到施荣宣先生这些带着明显赵氏画风作品的

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作为一个旅居海外多年的画家，耳濡目染的是欧风美雨，但仍然能够坚守自

己的阵地，并延续岭南画派的画风。这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但施先生做到了。正如有论者评其画说，

认为他的作品“笔法之老到，深感海外画家能如此得到中国传统书画之正宗真传，实为难能可贵”
[3]
。

这种感喟，同样也在笔者的思考中时常出现。

当然，如果纯粹重复一个画派或老师的风格，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是没有出路的，其艺术作品也

是没有生命力的。从施荣宣先生的作品来看，显然他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没有拾人牙慧，而是在继

承画学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求变，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如 1984 年所作的《雾涌天都峰》以黄山为主题，

以浓墨、淡墨相间来渲染山峰、雾气和古松，以高屋建瓴之势表现出黄山的高远、磅礴与大气。无论

是艺术技巧还是画之意境，都是在赵少昂山水画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成于斯而变于斯。如果说在 20 世

纪 80 年代的山水还或多或少带一些赵氏的影子的话，则 2000 年以来的山水便已完全是自家的风貌，如

2001 年所作的《古城风雨》和《岛国渔村》即是如此。《古城风雨》纯以淡墨晕染，以写实的手法刻画

古城经历风雨洗礼的一瞬间。古树在风雨中摇曳，塔楼、城墙、教堂、小桥等均岿然不动，屹立在风

朱万章

传统·创新·融合
——施荣宣画风解读



雨中，似乎是习以为常地面对沧海桑田。举着雨伞或坐着马车三三两两进入古城的人们依然神态自若。

作者以一种淡灰色的基调来表现风雨之城，在表现环境的气氛方面颇见功力，这是早期岭南画派画家

们所延续的技巧，也是施荣宣先生在经历无数艺术探索之后所形成的娴熟的艺术手法，也是笔者面对

施先生作品时感觉最受震撼之处。《岛国渔村》所表现的是与《古城风雨》相似的意境，都旨在通过笔

墨表现出作者眼中的生态环境。所不同的是，《岛国渔村》是静景，而《古城风雨》则是动景。该图用

较为浓重的笔墨描绘毗邻大海的渔村，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和疏落的房舍代表了村庄的形象，而出海

或抛锚的渔船、在浅海处捕捞的村民则是渔家生活的象征。作者以大量的留白表现无边的天际，将远景、

天空、轻舟和村庄四位一体，整个画面给人一种澄澈、透明而清新、舒爽的感觉。这是作者长期细心

观察自然并将其熔铸于笔墨的精神历练。在这些融合了作者强烈思想情感的山水佳构中，我们看到了：

作为艺术的灵魂，“创新”在施荣宣先生艺术实践中所占据的重要份额。

施荣宣先生长期以来客居海外。他先是在菲律宾生活多年，后来再移居加拿大，其艺术活动大多

在异国他乡。他的见闻自然不同于长期生活在中土之画家，无论在绘画技巧还是绘画题材方面都拥有

不断的源头活水，使其画境永远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

有论者这样评论施荣宣先生：“技法熔中西于一炉，随意都能表现时代精神。”
[4]
这是对其绘画中融

合中西、吸收外来元素的画风的客观总结。在他的人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极为明显的“融合”痕迹。

作于 1971 年的《母与子》是其早期人物画的典范。画面构图简单，所画一个半裸的菲律宾妇人背着一

个婴孩行进在途中的情形。也许这是施先生在菲律宾的所见写实，也许来自于艺术虚构。从画面看，

这是一幅西洋油画的题材，但施先生却以中国画的笔调来表现，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创举。在人物

细部的刻画方面，他也运用了透视、远近、比例等西洋画的技法，将一个温柔、贤淑而极富异国情调

的母亲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这幅画几乎成为海外华人画家描绘的中西合璧人物画的代表，长期以来

在各种媒介中刊登，影响甚广。《剃头》(1976 年 ) 亦属这种题材的人物画，所不同的是较为写意，画中

所表现出的西洋画风更多的在于水彩的运用。作者更录小诗一首：“闻道头堪剃，无人不剃头。世之剃

头者，人亦剃其头。”以一个简单的画面演绎出一种世间的哲理：有一些事是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正

如剃头。小中见大，显示出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并在人人熟视无睹的生活场景中选取画境，并诉诸笔端。

到了 2000 年以后，施荣宣先生的人物画风迥别于前者。在熔铸西洋画中的油彩、赋色、透视的基

础上，更以现实关怀的仁者之心，描绘一些真实的生活场景，反映出作者在驾驭中国画与西洋画方面

所展现出的非凡的艺术技巧。作于 2001 年的《共策共力》是描写菲律宾的 14 个总统合力搬家的情形，

此画作于现任总统娥利亚·马贾巴牙·亚罗育刚上任时，借此表达对新政府的祈盼。画中有骑牛拉

车者，有肩扛木屋者，有举着撑衣杆拨开遮挡路径的枝丫者，还有肩挑着家什、背驮着细软者 ...... 一

派忙忙碌碌、万众一心搬家的热闹场景。周围是热带地区常见的芭蕉、雨林，以烘托出浓郁的异国情

调。在技法上，作者以浓重的色彩渲染热带地区人物及其风景，并辅之以西洋技法。作于同年的《牛车》

也是如此。很显然，在这类人物画中，作者有着强烈的色彩感，将西画的技法融入到中国画的创作中。

有意思的是，连画上的题识和年款都分别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说明在作者的眼中，这类画更多地倾

向于西洋画风。关于这类画，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人们称其为“南洋风格”。这些风格的画都是以中

国画 ( 东方艺术 ) 为基础，深入生活，以菲律宾的热带风物为主要描绘对象，并融合西方油画、水彩、

素描、版画等技法。这是施荣宣先生在融合西画中所形成的独特绘画风格，是对现代中国画改良的一

大贡献。

笔者在浏览施荣宣先生一百余件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画作时惊喜地发现，其花鸟画

延续了岭南画派的传统，山水画是对这种传统的创新与变革，而人物画则融合了西方绘画技巧。因此，

传统、创新、融合成为施先生绘画艺术的总和，是对其孜孜不倦探索中国画发展的高度概括与总结。

在题材上，施先生不仅以传统的荷花、兰石、山水、人物入画，更以他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民间



俚俗的题材入画。不管是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十二生肖图，还是那些在菲律宾群岛中所见之异域风情，

都能跃然纸上，成其艺术生命力的象征。可以这样说，施先生不仅在画之意境、技法上对中国画实行改良、

创新，更在题材的扩展上不拘一格，将传统国画中未曾见的风物写入绢素之中，使其在内容与形式上

达到有机统一。就这一点来讲，这是与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高扬的革新精神一

致的。

20 世纪 80 年代，黄苗子先生在评论施荣宣先生画时曾说，“他日突飞猛进，为岭南画派别放奇葩，

生光艺坛，可拭目俟也。”
[5]
如今，黄苗子先生所期望的“他日”已然来临，施荣宣先生正以其别具一

格的画风，生光艺坛，蜚声域外，成为寓居异国的岭南画派第三代传人之楷模。

这也是笔者在撰写此文时最切身的感受 !

注释 :

	 [1] 关于岭南画派演进的历程，可参见朱万章《岭南画派的百年演进》，见《中国近代画派画集·岭南画派》，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2] 朱万章《岭南近代画史丛稿》，182 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

	 [3] 王惠明《动则有成，鬼神幽赞——从中国美学看<施荣宣林玉琦画集>》，载《收藏天地》（香港）总第 13 期。

	 [4] 忆梅《千岛丹青——记菲律宾名画家施荣宣林玉琦》，载《华侨日报》（香港）1982 年 12 月 14 日。

	 [5] 黄苗子《丹青挥洒	千里同风》，见《施荣宣林玉琦画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朱万章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学术理论委员会委员。

2008 年 7 月 8 日于广州之聚梧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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