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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名渠，笔名庄石渠，1941 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潮

南区。1966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本科，为岭南画

派关山月、黎雄才学生。擅长国画山水、仕女，兼善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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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授，全国文化艺术产业发展委

员会副会长兼艺术顾问等。国画作品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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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剧风华——庄名渠画集》

 编辑人员名单

 封面题签：蔡东士

 扉页题签：林　墉

 主　　编：王晓韩

 副 主 编：蔡垂政

 总 策 划：庄少武

 美术编辑：陈英伟

 撰　　稿：杜美云

 篆　　刻：蔡垂政

 摄　　影：王昭卿



潮剧是潮汕传统文化的瑰宝。作为我国一种古老的地方剧种、广东省三大剧种之一，它延续了 500 多年，有“南国鲜花”的美誉。

2006 年，潮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家级重点保护非遗项目。

“一曲宋元遗韵在，冠山韩水此情长。”尽管潮剧的发展几经跌宕，但在历史长河的涤荡里，潮剧艺术不断融合中华民族戏剧文

化优良传统及潮汕地方文化元素，以其典雅清新的唱词，轻婉抒情的声腔，细腻传神的表演，丰富厚重的内涵，不断焕发生命活力，

成为中国戏剧界的“独特景观”。缕缕潮乐，浓浓乡情，从根植潮汕到花开五洲，潮剧成为伴随一代代潮人成长、发展的生命律动，

成为潮汕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更成为海内外潮人游子不可或缺的心灵慰藉。

传承和弘扬潮汕优秀传统文化，将潮剧艺术发扬光大，是众多潮人心中的梦。编辑出版大型画册《潮剧风华—庄名渠画集》、

举办画展等系列活动，正是我们为实现梦想所作的努力。该活动从策划、筹备、实施到完成，历时二年有余，其间，我深为潮籍著名

画家庄名渠先生的精神所感动。

庄名渠老先生是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国画大师的高足，其艺术造诣深厚，成就斐然。庄老年逾古稀，还在艺术领域孜孜不倦地探索，

令人敬佩。庄老擅长丹青，也钟情于潮剧艺术，家中收藏潮剧碟片达三四百出之多，虽客居他乡，仍心心念念于潮剧这一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发展。他潜心创作的八十八幅潮剧人物画，“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形神兼备，“唱、念、做、打”跃然纸上，气韵

生动，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通过庄老的精心创作，雅俗共赏的潮剧艺术与浓淡皆宜的国画艺术相得益彰，双美有机结合，

异彩纷呈，令人瞩目。加之广东潮剧院国家二级编剧杜美云老师撰写的剧目简介，广东省书协会员、汕头市书协理事、篆刻（刻字）

委员会副主任蔡垂政先生篆刻的以潮剧为主题的印章，使画册更具可读性和欣赏性。能促成这么一桩美事，我们深感荣幸。

衷心希望潮剧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弘扬、发展，愿“南国鲜花”更加鲜艳夺目，愿潮汕音韵响彻寰球！

画册的出版，有赖于各级领导和艺术界知名人士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忱！

王晓韩

中共汕头市龙湖区委常委
汕头市龙湖区委宣传部部长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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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籍著名老画家庄名渠先生历时一年半时间、精心创作的八十八幅以潮剧为题材的画作将要与大家见面了。据我所知，以潮剧作

为创作内容，全面系统地创作如此众多高质量的潮剧画，不仅在潮汕地区，就是在广东全省范围，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庄名渠先生

在中国画创作领域方面一个新的突破，是他近年来在艺术创作上又一个丰硕成果。也是庄名渠先生以其独特形式宣传潮剧艺术、普及

潮剧艺术、传承和繁荣潮剧艺术的形象教材，是弘扬潮汕文化的一个创举。

潮剧作为潮汕文化的主要代表，是深受海内外潮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奇葩，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潮剧艺术

源远流长，从宋元时期的南戏发展至今，已有着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植根于潮汕本土，吸纳四海文化精粹，形成了浓郁的潮汕地域特

色和独特艺术特色。潮剧艺术以其细腻的表演，优美的唱腔和舒畅的音乐，令人回味无穷，是历代潮人智慧的结晶。俗话说：有潮水

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剧。潮剧已成为海内外潮人共同的文化财富和精神家园，成为敦睦乡情、连结梓谊的桥梁和纽带，

是推动潮人爱国爱乡、建设美好家园与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潮剧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受到保护。但由于种种原因，潮剧的繁荣和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其市场在萎缩，观众在减少，人才严重青黄不接。振兴潮剧，

推动潮剧的传承和发展、改革和创作，使潮剧这一古老的艺术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是我们这一代潮人的共同使命，亟需全社会关心

热爱潮剧的各界人士为潮剧添砖加瓦，给予更多的支持。庄名渠先生作为潮籍艺术家，十分关切潮剧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他身体力行，

挥起手中画笔，满腔热情地画潮剧，以实际行动宣传潮剧，普及潮剧艺术，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庄名渠先生出生于汕头市潮南区，其祖父是潮汕地区远近闻名的民间壁画艺人。庄名渠先生在富有潮汕文化氛围的家乡和富有民

间艺术的家庭熏陶下，从小喜欢绘画，七岁已开始跟祖父学艺，十三岁时便能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为祠堂等独立画壁画。高中毕业后，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广州美术学院国画专业，师从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岭南画派大师。经过广州美术学院五年专心致志的学习

和刻苦钻研，打下扎实的基本功。毕业后被分配到肇庆星湖管理处从事管理工作。尽管工作繁忙，然而他从未停歇过手中的画笔。他

数十年如一日，潜心问艺，不逐名利，以画寄情，颐养身心。经过多年的努力，其艺术造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作品博采众长，

能工能意，不拘一格，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其山水画笔墨雄健，色墨交融、浑厚，意境清新；其仕女画造型优美，刻画生动，

气质高雅而不俗；其花鸟画清丽而富有情趣。其绘画成就斐然，有口皆碑，深受观众喜爱。

去年，庄名渠先生返家乡举办画展期间，在友人启发下，萌发创作潮剧画作的念头，受到龙湖区有关领导的鼓励和支持。回肇庆后，

他先后收集了二百多台潮剧影视资料，一边观看一边构思，从剧中搜集素材，激发灵感，夜以继日抓紧创作，终于绘制八十八幅潮剧画作。

综观庄名渠先生的这批潮剧画新作，令人耳目一新，我深为这位年逾古稀之年的老画家在艺术上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而肃然起敬。

这批作品至少有以下五个特点：一是气魄恢宏。全部画作均用六尺大幅宣纸绘制，这在人物画创作中是罕有的，足以显示他驾驭人物

画的勇气和深厚功力；二是比较系统、全面地再现了潮剧艺术的魅力和风采。从剧目题材选择方面，庄先生选择了潮剧中最有代表性

的剧目，如家喻户晓的潮剧经典作品，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传统戏、古装戏、新编历史剧，还有新创作的现代戏。其中不少剧目是解

放后在历次全国性、全省性比赛中获奖的优秀剧目；三是在人物造型方面，作者坚持运用写实手法，通过多次观看潮剧影碟后，捕捉

剧中最能表现剧中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动作表情的画面进行构思，因此，作品人物形象逼真生动，形神兼备，雅俗共赏；四是在色彩的

运用上，作者注意到潮剧艺术的特点，不拘泥于中国传统绘画重水墨而轻色彩的技法，大胆设色构图，画面色彩亮丽，对比强烈，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五是每幅画作后面都配有剧目内容的简介，从而达到图文并茂效果。观众在领略庄先生作品艺术风采的同时，

也受到了潮剧文化的熏陶。

是以为序。

序

吕成忠

广东省文联原巡视员、专职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原专职副主席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客座教授
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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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剧风华  林兴胜（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3



潮
剧
风
华
入
画
屏  

陈
政
明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原
理
事
、
广
东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原
副
主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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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
为
画
生
色  

画
为
剧
增
光  

张
锡
鸿
（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广
东
省
潮
剧
发
展
与
改
革
基
金
会
执
行
理
事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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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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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共
建
家
园  

姚
璇
秋
（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潮
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著
名
潮
剧
表
演
艺
术
家
）

6



同
歌
潮
音
雅
韵  

方
展
荣
（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潮
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著
名
潮
剧
表
演
艺
术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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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部
潮
音
传
盛
世  

梨
园
彩
笔
绘
新
图  

潘
锡
豪  

指
书(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中
国
手
指
画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
广
东
省
揭
阳
市
美
术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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