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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枝串串垂落的紫薇花
下，是一池浅浅的清水，鲩鱼
在悠然自得地游动……这是
梁炜彬的最新花鸟作品“紫
薇鱼”系列。古往今来，许多
画家都喜欢把花和鱼作为中
国画的创作题材。观此作
品，有古香的墨韵，有新时代
的表现手法，两者相得益彰，
显得格外灵动。

梁炜彬在大沥出生成长，
并在基层从事文化工作近30
年。他中学时跟南海知名画
家区太杰先生学绘画，青年时
师从岭南画派名宿黎葛民先
生，在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
会古今”的精神感召下，遵从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古
训，以传统为师，以生活为师，
辛勤耕耘，大胆创新，醉心丹
青60载，成为岭南花鸟画家
群中的实力派画家。

每天早晨起床，就拿起画

笔，给楼下公园里晨练和往来

的人画速写，这已成为梁炜彬

退休生活的一部分。翻开他的

速写本，人物风景、故巷古建、

山水花鸟等跃然纸上，这些都

成为他作品的素材。“速写的作

用很多，练基本功、记录生活、

搜集素材……”在梁炜彬看来，

用画笔来记录观察到的生活场

景，会比用眼睛一扫而过，或者

拍一张照片，来得更细致。因

此，他喜欢随身带着纸笔，随手

画下所见的一切。

谈及绘画，退休多年的梁

炜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回

忆起绘画生涯，当初与艺术结

缘也是十分随意。

“我的父亲在广州的茶楼

工作，母亲是农民，他们的工

作跟艺术也不沾边。”60多年

前，梁炜彬还是一名小学生，

当时的班主任知道他喜欢画

画，就送给他一本《芥子园画

谱》，这本书让他和国画之间

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缘

分。

刚开始，梁炜彬跟着画册

临摹，初步展现出绘画方面的

天赋。于是班主任对他委以

重任，负责每月黑板报的更新

工作，这也让他得到了展示的

机会。进入石门中学就读后，

他被当时的学校美术组指导

老师区太杰看中，开始学习速

写和素描，接受比较正规的美

术教育。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

时代原因，梁炜彬要回家承担

田间地头的各种劳动。辛苦

的劳作，艰苦的生活环境，让

他一度感到前途迷茫。但即

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然没

有放弃绘画，每天坚持练习。

上天从不会亏待努力拼

搏的人，凭借着绘画这一技之

长，梁炜彬经常被调去参加一

些展览宣传工作，在此机缘之

下，被当时岭南画派著名画家

黎葛民先生收为学生。“我跟

着黎老师学习中国画，只要有

空，我早上干完农活，下午就

骑单车去广州学画。”梁炜彬

回忆，虽然来回就要 4个小

时，但自己一点也不觉得累，

这一学就是好几年。

一入艺术之境，梁炜彬便

被里面的风景所深深吸引，在

不断学习和练习中自我提升，

逐渐在大沥有了小名气。他在

公社宣传栏画的宣传画，每次

更新都吸引了不少群众围观。

作品受外宾青睐
1977年，梁炜彬被调到大沥镇

文化站工作，至此开启了他28年基

层文化工作的生涯。

初到大沥文化站，他当过图书馆

管理员、剧场售票员、宣传美工。当

时大沥文化站文化设施相对简陋，于

是，梁炜彬提出举办大沥画廊，四处

联络沟通，征集了南海有代表性的画

家作品作为第一届展品展示，还邀请

了时任广东美协副主席廖冰兄先生

题名，成为本土知名艺术品牌。

时值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宾

到访南海。因为书画搞出了名气，大沥

成立了国画展销部，为当时来参观的国

外游客即席挥毫，梁炜彬成了展销部主

持人，当年的销售情况也非常火爆。

宣纸放平，研墨执笔，不一会儿

工夫，一幅写意的花鸟画作品跃然纸

上。“现场即席挥毫讲究的是落笔准、

画得快，所以我选择了笔墨比较畅快

的花鸟画。蘸墨、下笔，大熊猫、竹

子、花鸟都画得十分灵动。”梁炜彬回

忆，当时的国外游客看到后无不表示

惊奇，其画作也被一购而空。

后来，随着经济的好转，梁炜彬

等许多书画家得到了去桂林、张家

界、黄山等省外采风和学习的机会，

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还提

升了绘画技法。

“桂林山水是甲天下，张家界则

是奇峰三千、秀水八百，黄山有四绝：

奇松、怪石、温泉、云海，走出去写生，

对自然人文环境有了一个全面的了

解，能够在创作中激发灵感，而不是

单凭想象。”梁炜彬回忆，当时外出写

生的条件也非常艰苦，要坐逼仄的绿

皮火车才能到达目的地。去黄山采

风时，画家们住在山上的小旅馆，每

人租了一件军大衣，每天带着一壶水

和几个馒头，就去山上写生。由于旅

馆配套设施落后，没有充足的清水供

应，有时候无法洗漱。后来，在写生

的途中遇到一条桃花溪，大家都抓紧

机会到溪水里冲洗一下，结果溪水上

都飘满了身上搓出的泥。“过程虽然

艰辛，但我终生难忘。现在我还保存

着当时写生的画作。”

后来，梁炜彬历任大沥镇文化站

副站长、站长，虽然基层文化工作繁

忙，但仍然没有放弃绘画。下班之

后，他都会画上两笔练练手，这个习

惯一直持续到退休。

“红棉鱼”系列受好评
“画家如何才能形成自己独

特的风格呢？”从2003年开始，

梁炜彬开始琢磨，怎么才能在艺

术方面形成“人无我有”的独特

性。

红棉是岭南地区的英雄树，

它挺拔、苍劲、花红，是岭南人文

精神的象征。岭南画派的先驱

和历代名家如陈树人、梁占峰、

陈永锵等，以红棉为题材的经典

作品很多，在南国画坛上树起了

一座又一座丰碑。如何在红棉

画法上有新的作为而不重复前

人的样式，一直是当代岭南花鸟

画家要超越的难题。

梁炜彬通过写生，创新性地

把岭南独有的“英雄花”红棉和

鲩鱼组合在一起，独创了“红棉

鱼”类型画，素鱼、雅树、雄花相

映成趣。这既是作者的艺术妙

想，也是他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梁炜彬的“红棉鱼”作品也

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佛山美术家协会名誉

主席梁根祥评价道：“他以鱼跃

之动与红棉之静成对比，画面一

刚一柔，勃勃生机；他以传统笔

墨与光影色彩结合，图像亦素亦

艳，墨彩辉映，视觉冲击力很

强。梁炜彬从平凡生活中得到

灵感而艺术地组合成意境深远

的画面，无疑为岭南花鸟画特别

是红棉画法开拓了一条新的路

子。”

除了继续创作“红棉鱼”，梁

炜彬不断创新，还创作了“海草

鱼”系列、“红棉鹭影”系列、“紫

薇鱼”系列……既写实又写意，

他在自己的绘画语言中，构建着

一幅幅绚丽的画卷。最近，他又

开始尝试创作“荷花鱼”系列，一

幅幅勃勃向上的夏荷，构图饱

满，疏密有致，用笔豪放大气，具

有一股强劲的蓬勃向上之势。

梁炜彬对艺术不断追求，他

还在网上给自己开了个“彬哥晨

笔”的栏目，把每天早上的画作

和撰写的楹联、格律诗，发到微

信群中，和书画爱好者交流，乐

此不疲，乐在其中。

回顾近60年的绘画生涯，也

让梁炜彬对绘画艺术有了一些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他始终认为，

艺术一定是源于真诚，真善美的

作品才能让人共情。用灵动的画

笔定格美好，用艺术意境升华所

思所悟，这让梁炜彬获得了满足

与快乐。

天分+努力奠定基础

梁炜彬，广东南海大沥人，早年师从南

海名画家区太杰先生和岭南画派名宿黎葛

民先生，现为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佛山

市美协和青年美协顾问、南海区美协名誉

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曾收藏其国

画作品。2007年获中国艺术博览会金奖。

2022年被文旅部艺术发展中心评定为“人

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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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紫气东来鱼满塘》。

受访者供图

■梁炜彬展示写

生作品。

■梁炜彬向记者展示他年轻时为外国友人画画的照片。

■作品《大叶雄风鱼儿欢》。

受访者供图

■梁炜彬自撰自书楹联：追

求真善美，探究古精新。

受访者供图

欣赏更多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