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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画派在当代油画创作中的田园诗意表达研究 
韩亚妮 

(宁夏大学  宁夏银川市  750021) 

摘要：近年来，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油画学会所主办的全国性画展舞台上，众多漓江画派画家的作品脱颖而出，频繁入选

且斩获殊荣，成功吸引了业界的广泛瞩目与高度关注，彰显出漓江画派油画群体在全国美术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与强劲的创作实

力。而北回归线横穿广西的中部，独特的地形地貌与亚热带气候相互交融，造就了其田园诗意般的秀丽风光，为漓江画派的艺术创

作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本文以当代油画艺术为切入点，从三个章节基于漓江画派融合广西地域性特征的创作模式展开深入探究，

提炼其中蕴含的田园诗意元素并加以细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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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漓江画派田园诗意的演进 

（一）漓江画派的形成与发展 

漓江画派作为中国当代极具活力的画派之一，于悄然间已

然历经二十载的发展征程，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了独特且深刻

的艺术轨迹，其艺术影响力也在这二十年间逐步蔓延与深化。

“广西美术家把美丽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作为表现对

象，勤于写生和创作，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

的新田园诗画风 0。”称为漓江画派，是指以广西地域文化为背

景，以描绘漓江山水、田园风光以及广西风土人情为主要创作

题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当代绘画流派。漓江画派的形成与

发展是众多艺术家不懈探索与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成果，20 世

纪 70 年代末，阳太阳、涂克、黄格胜等老一辈艺术家以漓江

为题材创作大量佳作后，萌生出打造广西本土美术流派的想法，

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重视下，美术界学者与艺术家积极投身“漓

江画派”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并营造创作氛围。进入 21 世纪，

政策扶持下重视培育漓江画派，助力广西文化建设并打造品牌，

后续涌现众多优秀创作者。 

（二）田园诗意于绘画中的呈现 

大自然的万千姿态，为人类艺术的演进提供了无尽的灵感

源泉。田园风光在文学与绘画的历史长河里反复浮现，成为文

人墨客与艺术家们的心灵港湾与情感寄托。其诗意盛景促使艺

术家投身自然怀抱，于宁静祥和中寻觅内心欢愉，进而在创作

中师法自然、远离尘嚣，使作品洋溢着纯真质朴的魅力，更具

动人心弦的力量。王维，这位唐代诗画双绝的大家，率先将诗

歌融入绘画创作之中，其山水田园诗更是一绝，笔下作品满溢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独特韵致。 

（三）漓江画派油画艺术与田园诗意的交融 

广西地处中南亚热带，阳光炽烈，冬短夏长，降水丰盈。

喀斯特地貌造就了奇峰罗列、平地孤峰起的独特景致，云雾在

山峦间缭绕，让峻岭仿若仙境，如梦似幻。丘陵下的田园与山

村，在亚热带的温润中散发着浓郁的田园诗意，漓江烟雨更是

艺术家的心之所向。如此诗意盛景，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与“师法自然”的绝佳平台。漓江画派志在塑造独特

艺术风格，扎根本土自然环境，探寻地域性绘画语言。自画派

创立，艺术家们深入广西各地写生，挖掘奇崛的自然风光，力

求在作品中彰显本土特色。伴随画派发展，其方向渐明，现代

南方新田园诗画风应运而生，彰显出更为笃定的艺术追求。 

二、漓江画派油画艺术中田园诗意的表达 

（一）人文风土的形态彰显 

油画艺术自传入中国，艺术家与美术教育家们便踏上了漫

漫探索之路，力求开辟契合本土发展的油画之路。从地缘优势

来看，广西虽位居祖国南疆边陲，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

文宝藏。喀斯特地貌鬼斧神工，塑造出无数奇景，各少数民族

文化更是异彩纷呈，二者交织，为艺术流派的滋生与壮大提供

了肥沃土壤与丰沛养分。张冬峰笔下的广西农村风景独树一帜，

主观性色彩运用堪称一绝。 

以图 1 为例，画中广西乡村小景，近树、中水、远山皆着

绿灰，画家以青灰色打底，巧妙区分三者色彩，让画面和谐统

一，尽显清幽。再看图 2，聚焦广西红土小路，路尽头行人悠

然，画面延续低纯度灰调，近景红灰土地与绿灰草丛交织，画

家借鉴国画“擦”法，使其自然融合，宁静画面满溢质朴思乡

情。张冬峰的油画，取西方油画之长，融中国文人情怀与传统

文化精神于一体，以油彩承载诗意，兼具文人气质与写意神韵，

尽显南国风情，令人回味。 

    
图 1 张冬峰 《家园》     图 2 张冬峰 《乡韵》 

（二）个性鲜明的诗意性绘画语言 

漓江画派的油画扎根于画家们的家园故土，依托本土自然、

历史文化与民族资源蓬勃发展。 

1. 用诗意造境的抽象表达 

《20 世纪德国艺术》中写到“绘画创作时不能总是想着自

然界中客观对象，总是想着把眼睛所看到的色彩如实地原原本

本地搬到画面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的个人感受。如果我已

经把对它的色彩和形态的感受确定下来了，接着我可以从自然

中吸收一些东西，使我的画面显得自然些 0。”漓江画派的艺术

家们在油画创作历程中，始终执着于同自然深度相拥。他们远

离喧嚣，踏入山林湖海，让肌肤感受每一缕微风，让眼眸捕捉

每一抹光影，全身心沉浸其中。待创作之时，他们闭目回味，

将那些与自然邂逅的瞬间在心底沉淀、发酵，精准提炼出内心

深处最本真的主观感受。他们深知，主观情感与客观自然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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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隐秘纽带，因而努力探寻、紧紧把握，把大自然于内心映照

出的“景”如实呈现。于是，画布上的每一笔、每一色，都流

淌着自然的呼吸，画面仿若有了生命，愈发灵动而自然，观者

仿若能随画步入那片诗意天地。 

2. 以色墨为主的具象表达 

漓江画派的艺术家们扎根于大自然与生活，执着写生，像

敏锐的猎手捕捉灵感，挖掘触动内心的素材，燃起创作激情。

他们大胆探索，诗意解读气候、地貌交织的自然奇景，从素材

甄选、技法打磨到心灵沉淀，反复淬炼艺术语言，只为追求最

完美的表现力。大自然仿若无尽宝藏，为绘画提供不竭资源。

艺术家投身其中，亲身体验气候变幻、地貌起伏，收获真实感

悟，这些感悟如同画笔，勾勒作品的思想轮廓。“追求客观与主

观的统一、情与景的交融，欧洲风景画、中国山水画具有一致

性，艺术家的主观思想、感情与客观世界相契合是引发创作的

基本前提条件 0。”漓江画派秉持中国画与油画并进的理念，推

动艺术多元发展。其油画具象表现融合中国画思想，不单纯追

求写实，而是基于写生观察，重塑对客观景象的理解。 

3. 以书写传神的现实绘画语言 

中国画以笔墨运转抒情，融合书法，书写间尽显东方审美

韵味，动感节奏让画面灵动生趣。漓江画派油画艺术家受此启

发，将笔墨书写性融入油画表现，构建诗意意象绘画语言，把

客观物化为主观意象表达。谢麟在《感受与形态——我的油画

创作》中写到：“而待画笔随意书写，我有一种生命获得自由和

价值的满足。我在画画时更注重过程中由某种情绪引发的视觉

形态的形成和塑造，当无形的感觉变成可视觉认知的图像并得

到自己确认时，无法形容愉悦使自己有一种造物主的成就感 0。”

他们借书法入油画，添书写趣味，展东方意境，让作品传神。 

三、从当代视角剖析漓江画派田园诗意的多元价值及深远

意义 

（一）深度探寻地域特色资源，拓展表现范畴 

文化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共生成趋势，美术渐趋打破民

族、地域限制走向趋同。民族题材运用是美术发展必然，广西

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有着独特自然环境与丰富人文资源，为

艺术家提供大量素材。漓江画派艺术家善用地域差异，挖掘素

材，既描绘漓江山水等自然风光，又展现少数民族民俗风情，

乡土情怀浓郁。像梁群峰、韦明思、吴明珠、关维兴等艺术家，

他们充分挖掘身边人文地域景观，描绘少数民族历史与现实生

活，形成“图像文献”，既丰富艺术资源，又助个人风格形成，

成就独特绘画艺术。优秀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会成为世界了解、

认同少数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的关键途径，也是民族区域和谐

发展的重要文化窗口。 

（二）守地域文化厚土，启革新传承新程 

油画传入中国后，众多中国油画艺术家不同程度受西方绘

画语言与观念影响，其中利弊并存。漓江画派矢志探寻新田园

诗意，这一追求宛如熠熠星辰，为青年艺术家照亮了前行的道

路。它启迪青年艺术家将目光聚焦于身边熟悉的日常点滴，从

中挖掘创作的富矿。更为关键的是，在创作实践中，要砥砺培

养自身的独立性，宛如独自远航的船只，勇敢开辟专属航线，

摸索契合自身的创作模式，进而凝练出独一无二的创作语言表

达方式，让当代艺术发展的版图更加多元绚丽。拥有独立的个

性语言，恰似为作品铸就了坚固的基石，能够极大提升作品原

创的品质与高度。当作品承载着鲜明独特的个性印记，它便如

同拥有了强大的磁场，更容易在艺术的浩瀚星空中脱颖而出，

收获广泛的认可，也让创作者内心盈满自信，在艺术征途上昂

首阔步。 

四、结语 

漓江画派的油画家扎根广西地域，以当地自然风光为素材，

亲近自然、师法自然，同时汲取西方绘画之长，经大量写生与

思索探索艺术之路。虽油画媒介源自西方，但漓江画派借其展

现的主体与审美意象，融入广西文化，尽显东方韵味。田园诗

意油画传递中国文艺精神，在中西绘画融合中，立足本土提炼

东方情趣，对当下艺术多元发展意义深远。广西独特的自然环

境，为漓江画派艺术风貌塑形，为田园诗意萌发提供沃土，让

创作更具深意。画家们深挖本土文化，心怀家园情怀，深入接

触自然，探寻地域创作特性，融合中西方绘画理念与广西地域

特色，形成个性鲜明的诗意绘画语言。他们还在感悟自然中思

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画作唤醒人们守护自然的意识，助力构

建和谐生态文明。然而，当代艺术多元活跃，仅从田园诗意探

究远远不够，画派在突破常规、拓展创作形式上仍有不足，开

创全新风貌，亟待学界与艺术家携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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