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不朽的人民画家”的符罗飞
先生1930年赴意大利皇家美术学院深
造，留学期间曾举办个人画展、获金质奖
章并入选威尼斯国际艺术展，被当时的意
大利评论界誉为“罕见的心灵画家”。毕
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其间还游学欧
洲举办个展，饮誉画坛。抗战期间，他毅
然放弃一切回国参加抗战，创作了近万张
反映人间疾苦、唤醒民众的优秀作品，其
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在中国近代美术史
上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1949年后其创
作了不少反映新中国建设的作品，其中就
有一些表现海南题材的佳作。水彩作品
《通什风光》表现的是沐浴着温暖晨光的
山区景象，画面优美抒情、色调清新怡人，
远景层峦叠翠、晨雾微起，中景一排栉比鳞
次的黑瓦白墙增添了人间烟火的生气，前
景几组在弯曲的山路上行走的人群点活了
整个画面，可谓动静相宜、气韵生动，显现

一派生机勃勃气象。水彩画《海边小景》气
格宏大，画面简约大气、以意传神，寥寥几
笔却境界宏大，颇具“以一当十”的美学精
神。其作品无论是人物或风景都生动地勾
勒出海南毓秀、纯朴的内在气质。

杨焱，1930年赴法留学，学生时代作品
曾入选法国沙龙艺术展，声名鹊起。其油画
作品《归帆》画面意境辽阔，映漾着五彩缤纷
晚霞的海面上分布着一左一右、一大一小，
一暖一冷两组帆船，紫蓝的风帆、橘色天空
与波光潋滟的海水相映成趣。该作品颇具
表现主义风范，简率、流畅、遒劲的大笔轻轻
一挥，略施点染，一派“夕阳无限好”的诗情
画意跃然而出。他还利用没覆盖完的底色
肌理与后置的丰厚色块融为一体，使作品散
发出“言尽意无尽”的艺术魅力。油画《故乡
的河流》则采用俯瞰构图，将故乡文昌河的
远山、田园、船只、民居等景象尽收眼底，映
射出昌明淳朴、勃勃生机的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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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许多有远大抱负的青年才俊赴欧美等国留学以寻求真理，蔚然成风。其中就有部分海南文艺青年，或远渡重洋、或北上内地求学实现自己的
艺术梦想。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据不完全统计，叶云、符拔雄、杨焱、符罗飞、陈学书等相继赴法、意留学，开启了海南人出洋学习美术的新纪元。继而卢鸿基、符凤山、韩托夫、林绍仑、
吴乾鹏、吴公虎、张德琨、李传昌、黄庆福、郑昌中、吴泰三、吴乾惠、韩炎畴等人相继赴内地的杭州艺专、北平艺专、上海美专等学校深造，将海南美术走出去之风尚推向高潮。

在多位外出求学的前辈之中，符拔雄
先生可谓最接地气，将大半辈子奉献给海
南的美术教育事业。他于上世纪20年代
末期在法国里昂美术学院攻读本硕。
1949年，他抱着为故乡培养美术人才的信
念，在府城创办海南历史上第一所“海南
艺术专科学校”。无论是身为艺专校长、
教授，还是风云变幻后作为一名普通中学
美术教员，他始终如一地将毕生精力投身
于美术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将表现故乡之
美作为己任。几十年来，他不辞辛苦、深
入生活，描绘了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风景

画。油画《耕牛》是一幅景物平凡却饱含
深情的作品，一只老水牛孤独、平静地伫
立在一棵硕大的树下，坚定而默默地守望
着背后一片平坦而青翠的农田。画面意
象深远，仿佛是他一生坚忍、无私奉献的
象征。与符罗飞、杨焱带有表现主义手法
不同，他坚守现实主义手法，画面稳健温
和、色彩质朴厚实，用笔柔中带拙，讲究色
调的微妙变化及刀笔的搭配。无论是描
绘兴隆、热带雨林的风光，还是展示海港
生活的场景都从多个角度诠释海南景物
中平和、温厚、质朴的精神品格。

与远渡重洋赴欧留学的同乡一样，同时
期在内地各个艺专求学的学子也同样取得
了骄人的成就。像集美术家、诗人、文艺评
论家为一体的卢鸿基先生，上世纪20年代末
至30年代初，先后在上海美专、杭州艺专求
学。他是一位艺坛多面手，雕塑作品《海南
岛的游击队员》形神兼备、手法朴素细腻，其
以琼崖纵队师长革命烈士王文宇为原型。
主人公左手叉腰，右手紧握驳壳枪，微仰起
头，目光坚毅、带着喜悦及革命必胜的信念
注视着前方，作品线条流畅简洁、朴素却不
失精妙的细节，如通过脖子上的围巾、一高
一低卷起的裤腿、踏遍青山老林的鞋子等细
节元素去衬托出艰难环境中游击队员时刻
准备战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该作品的高
妙之处在于其不是浅表化、概念化去虚拟一
个外表所谓“高大上”的革命形象，而是通过
一个朴素真实、有血有肉的形象去展现他的
精神世界、性格特点，从平凡中凸显伟大。
黑白木刻《故乡的消息——海南岛抗战》则
巧妙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去表现海南人民
抗日的决心及必胜的信念。

纵观这批琼籍先贤们，不论身在何方，
何种处境，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用自己的画
笔去谱写人生的精彩篇章，使海南的美术
天空划过一道道美丽的彩虹。从一些资料
文献中得知，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里，他们
依然创作了不少表现故乡的美术作品。然
而，由于长时间的流离颠沛，许多作品或毁
于战火、或遭虫灾水患，仅剩的一些作品后
来也遭遇了浩劫，因而不少作品仅从一些
文献或资料中得知其“名”而未见其“真
容”，实为海南美术史乃至中国美术史的一
大损失，令人扼腕叹息。

罕见的心灵画家 以真实形象展现精神世界

坚守现实主义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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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创作角度来说，海南无疑是一块独具魅力的风水
宝地。其多元化的自然、人文资源为艺术家探索与创作提供
了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诚如吴冠中先生
对海南的美术家所言：“这里的色彩太迷人了，你们海南画
家有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要好好在这里‘留学’呀！”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许多不同画种的大
画家，陆续来海南写生与创作。像罗工柳、吴冠中、古
元、彦涵、吕斯百、胡一川、司徒乔、黄胄、黎冰鸿、杨秋
人、胡善馀、邵宇、王肇民、关山月、黎雄才等，分别用不
同的艺术语言、风格，创作出一批脍炙人口的艺术杰
作。如著名油画家罗工柳的油画《鹿回头招待所》，
构图别致，前景两棵亭亭玉立的椰树占据了画面的
半壁江山，与中远景的密茂椰林形成高矮、大小、疏
密顾盼生辉，上方大片稠密茁壮的深绿色椰叶与左
下角红瓦白墙的招待所形成大小、明暗、冷暖均衡
搭配，湛蓝的天空与暖红明净的地面对比，使整体
色调焕发出清新俊朗的迷人光泽及抑扬顿挫的
优美和声。其笔法中干脆犀利、点到即止的书写
性，充分展现了海南光色辉映的奇特魅力。

吴冠中先生的水彩画《晨光》，清新雅致而
又流光溢彩。淡黄色的天空明丽纯净，前方是
一排错落有致、曲直起伏、顾盼生姿的椰树，中
景是沐浴在温煦阳光中的白色民居，地面几条
横向的淡紫色投影，与疏密交错的耸立树干形
成线的节奏变化，不仅拓展了空间的层次感，
还与屋顶上方缭绕的雾霭形成虚实相生的多
重奏。尤其是那迎光起舞，婀娜多姿的椰姿
更为传神写意，令人叹为观止。

版画家古元先生富于中国气派和韵味的
水彩画也令人拍案叫绝。水彩画《海南春早》
画面素雅高洁、诗意盎然，将海南早春那润湿
纯净、轻柔婉约、天光水色的景象表现得十分
迷人。另一位著名版画家彦涵则直面海南黎
族题材，黑白木刻《杵臼》，通过两位舂米的妇
女一直一弯、一起一伏富有音乐节奏的劳动
场景，将黎族同胞勤劳淳朴、乐观向上的性格
表露无遗。略带夸张的造型、硬朗犀利的平
口刀与圆口刀法相互交错不仅增添了作品
的阳刚厚拙之美，还与背景那浪漫多姿的植
被产生共鸣。

革命美术家、教育家胡一川先生的油画
肖像《黎族青年》，充分展现其单纯大气、沉
雄浑厚的艺术气质。作品格调拙朴粗犷，笔
触劲健涩拙，将黎族人民的倔强、硬朗、坚忍
的血性展露无遗。著名油画家吕斯百的艺
术风格则简淡优雅、率真洒脱。他的油画
《莺歌海盐场》格调高雅、笔简意赅，其不拘
物象的外在视觉真实而是注重心灵的体悟，
强调整体的艺术韵致及“似与不似”的写意精
神。整幅作品薄而通透，着墨不多，仅用几个
高明度的色相并列组合，却营造出海南西部
盐场那纯净高洁、澄澈透亮的特质。

国画家黄胄先生的作品《海南五指山中》，
打破传统中国画大片留白的程式，高耸、苍翠
欲滴的竹林占据了画面的主要空间，一小队穿
着鲜亮黎族服饰的姑娘挑着担子背向观众、由
近及远、由大及小忽隐忽现地穿梭在这万顷青
翠之中，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整幅作品体
现了其笔墨酣畅、泼写勾染并置的艺术风格。

岭南大家关山月的《碧浪涌南天》别有天地，奇
崛的尖峰在苍茫的云海中陡然兀起、下方是稠密的
原始雨林，一股清冽的瀑布飞流直下，与流动的云海
遥相呼应，下方悬岩上面一组参差有致的原始古木
拔地而起，饱和的石绿色树叶在浓墨的衬托之下熠
熠生辉。作品整体气势磅礴、不仅展现南国葳蕤的
自然景象，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海南那质朴率真、旺盛
勃发的地域精神。山水画家黎雄才先生的《六连岭
的游击战》的手法，则用山水画这一形式去讴歌琼崖
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精神。

无疑，这些描绘海南题材的精品力作不仅具有极高
的学术价值，而且为海南的美术家如何重塑海南地域精
神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极为可贵的参考坐标。从学术角
度来说，尽管这批佳作手法不同、风格各异，但都不约而
同地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品质——质朴、真诚、深情。
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均以谦卑的态度、炽热的情感去深入
生活，通过独特的视角从自然物象中发现美，并从中找出与
之相对应的艺术语言，去演绎这真切的感悟及地域特色。因
此，即使时隔几十年，但当我们重新欣赏这些精品时，依然能
感受到其熠熠生辉的光彩及感人至深的情感力度。这就是艺
术永恒的魅力。

名家作品中的海南：

丹青尽蕴
■ 王家儒

黎雄才 中国画《六连岭的游击战》1959年

黄胄 中国画《海南五指山中》1974年

吕斯百 油画《莺歌海盐场》
1964年

吴冠中 水彩画《晨光》1960年

杨焱 油画《归帆》年代不祥

符拨雄 油画《耕牛》1959年

古元 水彩画《海南春早》
年代不祥

符罗飞 水彩画《海边小景》年代不祥

关山月 中国画《碧浪涌南
天》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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