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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画人说画，港人说港　　　　东方之珠香港，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一个特殊成员。
150多年的沦为殖民时期，即漫长的英治时期，香港犹如一个天真的孩童，被人强迫从赢弱的母亲怀抱
中夺去，过着失去母爱的日子，心灵受到扭曲。
但这个命运多舛的孩童，有着天生的倔强和对母亲的依恋。
虽然被迫吸收外来文化食物，缺失亲情，但在他身上流淌着中华血脉，依然让其努力地保持着传统文
化。
而且，这个聪敏的孩童，在逆势中反而学会了适应复杂情况的变化，尤为灵光出色，富有生命力。
当屈辱成为过去，儿子回归母亲，他既让异族不敢小觑，更让母亲感到欣慰，给中华文化大家庭增了
光，添了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苦难未尝不是成功的财富。
这正是我读杨庆荣这篇博士论文后的所得。
　　杨庆荣所写英治时期的香港中国水墨画史，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在失去母爱、受到异国统治时期香
港人的文化自强精神，以及不屈的民族情感，也真实地反映了勤学的香港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奋发
有为。
虽然画为“小技”，但能反映“大道”，这种“大道”是含辛茹苦的结晶，是忍辱负重的成果和血含
泪而花开异样，引人注目。
它象征着中华文化的坚毅刚强，可谓天佑炎黄子孙。
　　庆荣的论文，从学术上而言，有以下几个长处：　　一是围绕主题，详尽地占有史料。
他在香港访问画家，搜访史料，考察博物馆、美术馆，不遗余力；在内地搜访史料，涉及美国、日本
、中国台湾等地研究文献，从中去伪存真，爬梳整理，以事实说话，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做
到论从史出，因此所论客观，学风扎实。
　　二是论述清晰、科学、合理。
他运用统计法、分析法、图表法等方式，从繁杂的历史轨迹中理清香港英治时期水墨画发展的师承关
系、风格变化、流派繁衍等，简洁明了，纲举目张。
　　三是所论切人美学基本原理，分析画家创作意图、作品风格特点、画派水墨意蕴、技法传承演化
，较为到位，并非泛泛罗列现象而已，图文并茂，既有沧桑感，又有美术本身发展特色，注重代表作
的选择，强调变化中的捩转，使读者既得其貌，又得其神。
　　四是评论公允客观，努力做到不拔高、不贬低，尽量从学术影响、文化背景层面上来论述美术事
件，使读者能从大背景下去领悟水墨画的发展跌宕，认识画家与作品在历史上应有的学术地位，以其
昭昭，让人昭昭。
　　庆荣从小酷爱美术，儿童时即以涂鸦为乐，成年后又得以在中国美术学院攻读中国画学，擅长人
物画，以后又考人中国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博士班，受到该校“四分读书，三分画画，三分创作”成才
模式的训练，在吴山明教授等的培养下，更是取法乎上，向学者型画家发展。
他熟谙画艺、画史，又有考察采风的机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而中国美术学院又有良好的艺术氛围和学术平台，庆荣浸润其中，乐而忘归，美术学养厚积薄发，乃
能做到画人说画，洋洋水墨画史，能够娓娓道来。
　　庆荣为香港公民，多年的香江生涯让他热爱香港，熟谙香港。
香港的蓝天碧海、动感朝气，令他魂牵梦萦，难割难舍，更能做到港人说港，漫漫英治时期香港中国
水墨画史，能够条分缕析，挥毫写就。
　　我的弟妹子侄居住香港，我也多次应香港城市大学、科技大学、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之邀赴港进
行学术交流，1997年还与我院王伯敏教授共同指导浙江台州人朱琦撰写博士论文《香港美术史》，今
又与吴山明、刘国辉、卓鹤君教授共同指导香港人杨庆荣完成此文，自感荣幸，故写下短文，既识与
香港的因缘，又抒读后的感想，是为序。
　　　　　任道斌　　2009年6月20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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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香港水墨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近百年来一直持续发展起来的。
其发展的轨迹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是分不开的。
20世纪初中国时局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水墨画移植香港，此后大江南北画家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带动
了香港水墨画的全面发展，使中国传统文化——水墨画在英殖民时期的香港得以继承与传播。
但也不可否认，在这近百年历史里，香港水墨画同时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
东西方文化在这个弹丸之地上相互排挤抵抗、吸收融合产生特殊的艺术生态，其水墨画的基础既源于
中国画，但在外来的冲击下又有所改造。
由此要研究它必须客观地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变迁及政治文化基础上展开。
    目前，从学术理论的层面对香港水墨画发展情况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如美术史论学者高美庆，
她对香港一些水墨画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香港水墨画理论层面的提高起到重要的作用。
张惠仪的《香港艺术研究——香港书画团体研究》对香港书画团体的历史演变、组织机制及个别书画
现象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探讨，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参考价值。
朱琦的《香港美术史》对香港百年来的美术历程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阐述。
陈雅飞在《“守望传统”广东国画研究会(1923－1937)》中对二战前香港首个书画团体“国画研究会
香港分会”的起源、发展及其对香港画坛的影响作出深入的解构。
吕寿琨以画家长期的创作实践，结合理论发表的《水墨画讲》对研究形成于本土的现代派水墨有了理
论依据。
画家王无邪以专栏形式评述、介绍水墨画坛的发展情况及画家资料，为研究现代派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著名的香港美术杂志《美术家》，是由已故评论家黄蒙田主编，其杂志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
代初香港中国水墨画演变、发展的原始资料。
另外，还有更多的香港水墨画文献记载于不同时期香港水墨画家出版的个人画册，或记录在各类大小
型水墨画展的展览图录之上，为我们研究香港水墨画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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