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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结合古村落资源、名人资源、
红色文化，推动文旅产业发展

为侨乡“美术之城”
建设注入新活力

“上个星期我在这里画画，有广州美术学院的老师指导，我很开心。”昨日，回忆起8
月10日广州美术学院老师到陈山村铁夫画阁指导书画创作，在雅瑶镇学习的陈同学
开心地说。暑假以来，铁夫画阁举办公益课堂，她和同学经常来这里作画。8月10
日，广州美术学院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揭牌，她觉得，未来将接触到更多高水平的
老师和创作者。

据悉，广州美术学院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落户鹤山市雅瑶镇陈山村，是落
实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深化政
校合作，发挥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共享、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是广州美
术学院对江门文化艺术氛围的高度认可，有利于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李铁夫
革命精神和艺术精髓，擦亮铁夫艺术文化品牌。

近年来，鹤山以“中国油画之父”李铁夫艺术文化品牌助力江门打
造“美术之城”，更与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等时代主题相结合，书写
了不一样的艺术篇章。

走进陈山村，一块上书“李铁夫
故里”的大石引人注目。村口牌坊刻
着一副对联，其中下联“人称巨擘展
奇才画阁流芳”，说的正是“中国油画
之父”李铁夫，他被孙中山誉为“东亚
画坛第一巨擘”，是与西方大师媲美
的第一位中国油画家、国际画理学会
第一位亚洲人。

铁夫故里是鹤山乃至江门绕不
开的人文坐标。如今，铁夫故里再添
新名片，随着广州美术学院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落户，这也成为双方落实省
委“百千万工程”、深化政校合作、发
挥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共享、助力乡
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高校为何“牵手”鹤山？记者梳
理发现，两者的渊源由来已久。

1869年，李铁夫出生于鹤山，晚
清时期曾赴北美谋生、学艺，成为迄
今所知最早到海外学习西方艺术的
中国人，被称为“中国油画第一人”。
1983年，鹤山和广州美术学院为纪
念李铁夫，在其家乡兴建“铁夫画
阁”。近年来，鹤山市高度重视“铁夫
画阁”建设，致力于打造铁夫名人文

化品牌，先后举办铁夫诞辰系列
纪念活动，并建立一批创意

写生和艺术创作基地，每
年都有美术学子前来参
观，特别是学油画的人，更
是把这里当作向往之地。

在长达60余年的学院
历史中，李铁夫是广州美术

学院引以为傲的学术文脉之
一。目前，该院是全球范围内典藏

李铁夫作品最为丰富的公立艺术机
构，也是李铁夫富有传奇的生命旅途
中最后供职的机构。该院与李铁夫
紧密而绵长的关系，构成了华南现当
代美术史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广州美术学院对保存、研究、推
广、传承李铁夫艺术责无旁贷。”广州
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谢昌晶表示，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揭牌为该院学生提供
了良好的下乡写生基地，也是传承老
一辈艺术家的品格情怀和学术精神
的载体。

江门市提出，将全力支持广州美
术学院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发展，希望
广州美术学院继续培育美育种子，绽
放绚丽之花，共同努力打造全省乃至
全国艺术教育实践基地标杆。

“以李铁夫为首的一批江门籍美术
大家，共同掀开了中国美术史上‘华侨华
人美术史’这一华丽新篇章，促使江门成
为开启中国美术现代性的‘端口’之乡。”
江门市美术馆馆长王畅怀表示，江门籍
华侨华人美术名家留下丰厚的人文瑰宝
和资源，为华侨华人美术历史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江门人文气息浓厚，艺术人才辈出，
深厚的侨乡文化滋养了肥沃的艺术土
壤。

1869年至今，江门地区涌现了李铁
夫、司徒乔、黄新波等近百位美术大家及
美术教育家，他们率先开启了中国美术
现代性的历史走向，为中国早期油画发
展、现代中国画发展道路探索及中国现
代美术教育体系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
献。

江门丰富的艺术写生资源也为艺术
家们带来了更多创作的空间。山海文化
交融、中西文明合璧、传统与现代交织，
赋予了江门更加浓墨重彩的艺术特质和
美术禀赋。尤其是在鹤山，古劳水乡里，
河道纵横交错，鱼塘星罗棋布，小艇穿行
如梭，两岸蕉林摇曳，千顷桑地绿海翻
波，呈现一幅旖旎的南国水乡画卷。正
在当地仁·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围墩：古
劳地景的想象》，正是以古劳水乡为创作
源泉的北京在地艺术实验展览项目。

江门美术界亦因为大批名家的到
来，活跃了艺术氛围，并通过参与系列写
生、示范、讲座活动，使本土美术人才在
交流学习中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转
变了观念，为江门美术创作整体水平的
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肥沃的艺术土壤背后，离不开江门、
鹤山两级党委政府的浇灌与培育。

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强调，扎实推
进文化强省建设，在努力交出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的答卷上取得新突
破。当前，江门市正写好新时代“侨”文
章，更好延续侨乡文脉，推动侨乡文化繁
荣发展，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比翼齐
飞，让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文明对话交
融，全面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市，奋力打
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综合实践区，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

鹤山市大力传承和弘扬李铁夫的革
命和艺术精神，设立铁夫美术馆，在中小
学中开展油画教育，以艺术为桥梁、以铁
夫为纽带，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接触鹤山、
更深度了解艺术。

李铁夫从故乡陈山出发，笃行致远，终
成大家，成为故乡星空中最闪亮的星。以
李铁夫为纽带传承“铁夫精神”，是江门创
建“美术之城”，打造“艺术之乡”的开始。

肥沃的艺术土壤孕育了大批人才。
如今，新一代侨乡美术人赓续奋斗精神，
在外汲取营养后，纷纷回归五邑乡村田
野，助推江门向“美术之城”迈进，用手中
的画笔续写江门美术新百年的新华章。

一个由旧学校改造而成的艺术空间
——水墨·方塘隐身于古劳水乡，隐藏在
内的还有一家美术馆——仁·美术馆。它
们的创建人、水墨文旅联合创始人李拱华
是陈山村人，铁夫故里的艺术熏陶让他走
上了艺术的道路。至今，李拱华仍清楚记
得1989年当地举办的“李铁夫诞辰120周
年纪念”活动。“当时国内众多书画名家都
来了，整个村子都是画，给我的感觉特别
震撼。”从此，李拱华的心里埋下了一颗艺
术的种子。

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李拱华一直
从事艺术类工作，此后，在乡村振兴的时
代背景下，他决定回归家乡，并创建了水
墨·方塘和仁·美术馆，他希望这里能成为
艺术传播基地和艺术桥梁。“我们希望以
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古劳水乡增添人文色
彩，通过艺术，把古劳在地文化提升至学
术层面，同时链接外界资源，吸引更多人
来古劳进行在地艺术创作，把古劳、鹤山
名片推向世界。”李拱华充满希冀地说。

在李拱华和团队的努力下，仁·美术
馆已举办了10多个专业展览。其中的“恰
当之外”双人艺术展，策展人之一丹尼尔
来自欧洲文明古国马其顿，这样的专业展
览为海内外艺术创作者提供了对话空间。

专业人才的培养是确保美术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美术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的持续保障。

作品40多次入选省和全国美展并获
奖的纪元中学美术高级教师黄远明拥有
多个荣誉头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
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粤港澳大湾区美
术家联盟理事、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副秘书
长，江门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水彩画艺
术委员会主任，江门画院副院长……30多
年来，黄远明深耕本土文化，扎根基层，为
鹤山培养了大量美术人才。“我有责任、也
希望能传承鹤山美术艺术，带动本地美术
创作者向上发展，同时，希望通过基础教
育提高大众审美，加强美学普及和教育，
提高大众审美水平和人文素养，让欣赏
美、追求美、塑造美成为乡村文明新风
尚。”谈及初心，黄远明如是说。

黄远明曾师从知名画家张丽常，受其
影响，他深知教育传承的重要性。张丽常
早年跟随岭南画派四杰之一杨善深习画，
后又得赵少昂的指点，在画坛上声名赫
赫。20世纪50年代，张丽常回到鹤山，为
鹤山教育事业付出了辛勤劳动。

如今，像李拱华、黄远明一样回归故
乡，为鹤山艺术作贡献的人才不在少数。
正是由于他们的奉献，鹤山美术发展呈现
百花齐放的局面，青年人才不断涌现。记
者从鹤山市教育局获悉，近三年，考上艺
术类顶尖高等院校的学生约30人，仅今年
考上广州美术学院的有8人，考上中央美
术学院的有1人。

“可以说，鹤山美术顶尖人才数量在
江门五邑地区排名前列，如果能有更多新
生力量加入，鹤山美术氛围将更加浓厚。”
黄远明总结道。

“江门有着非常好的
艺术土壤，但土壤上种子
的播撒比较零散，欠缺大片
花园。”水墨文旅联合创始
人、仁·美术馆策展总监龙
成关的一个比喻得到了许
多业内人士的认可。

推动江门美术产业做大
做强，仍需各地抱团取暖、把
优质资源串联成线。王畅怀
坦言，推动美术事业向美术产
业转化，需要吸收更多“大咖”
前来创作，举办更多高水平的
展览，同时，需要政府大力支
持，进一步挖掘、梳理、整合江
门美术资源，创建“华侨华人美
术之城”，打响侨乡品牌。

“侨”，是江门美术最大的
特点。在“百千万工程”、乡村
振兴的大背景下，侨乡艺术迎
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美术创作
者们把艺术下沉乡村，通过文
旅融合、创意设计等，激活乡村
文化资源。

“希望联合江门各个美术
馆，把侨乡艺术文化做到极致，
联合海内外艺术家创作更多艺
术作品，强化侨乡元素，扩大艺
术空间，打造侨乡艺术生态。”龙
成关希望，把水墨·方塘的所在地
古劳水乡打造成一块试验田。

走进水墨·方塘艺术空间，一
座两层高的雕塑映入眼帘，极具
视觉冲击。穿梭其中，一步一画，
目之所及皆是艺术创作，三楼顶层
还有一个小型展览。“在这里，游客
可以与艺术相遇，让艺术在不知不
觉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龙成
关表示，通过文旅结合的艺术空
间，可以更好进行美育传播。在他
看来，古劳水乡的自然风光吸引了
周边城市不同艺术院校的师生前来
采风写生，水墨·方塘为他们提供了
休憩之地，让他们有了更充足的时间
来了解水乡故事；通过在地文化艺术
创作，又可以进一步传播水乡文化和
故事。

龙成关表示，除了艺术展览，他
们还在探索更多可能。比如，在暑假
开展研学活动，通过文旅融合，让更
多学生走进乡村、了解乡村，也利用
艺术活化乡村。“我们在研学过程中
会设计文创产品，把艺术进一步转
化，赋能乡村发展。”龙成关认为，艺
术下沉乡村，可以在美学方面助力乡
村振兴。

近年来，江门乡村涌现出越来越
多艺术部落、创作基地，利用乡村闲
置场所打造成写生交流、展示、研习
艺术的场所，各个基地有着不同的地
域特色，吸引着众多美术爱好者前
来。以这些艺术部落为据点，江门打
造了多条特色艺术线路，促进文旅发
展，为乡村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利
益，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更多创作空
间。

陈山村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村将
引导文旅资源融合发展，加强整体规划
建设，推进油画基地打造，发展“文化民
宿、民俗、艺术+旅游”的产业模式，以文
旅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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