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国 权

张国权（1947 年－）祖籍合浦。1947 年出生于北海。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历任广

西美协常务理事、北海市文联副主席、北海画院长院长、北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北海市

美术家协会主席。

和董苏及同事一起创办了延续至今的长期美术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北海画

坛中坚力量的学生，如中国著名雕塑大师的魏小明，中国第一个提出“中国元素”的“梅

高公司”广告创意艺术家高峻、国家级实力派画家的张鸣、肖畅恒、吴志刚、吴明珠、李

钊、李明伟、王超艺、黄小其、包建群等人。

出版连环画五十多套，作品两千多幅。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广西美术馆、广西博

物馆收藏。

其中四格漫画《成长过程》获得全国漫画金奖；连环画《珍珠的故事》获文化部“全

国群星奖”；《支农路上》《碑》《谨防假冒》《无题》入选全国美展，获广西金奖；水彩画

《开海》、国画《雄风》、漫画《最后的晚餐》、宣传画《八荣八耻》等多类作品获自治区

金奖，同时为北海大量的文史文艺书籍如《老城旧事》《美丽北海》《廉州之廉》等制作了

数百幅插图和封面。

创作领域还涉及至浮雕、圆雕，如柳州园博园北海馆、桂林园博园北海馆、北海园博

园、清风园以及众多的公共设施、民间展馆等的浮雕、壁画和情景雕塑等。



北 海 画 坛 上 的 耕 耘 者 与 播 种 者

在北海老街，有一系列的青铜雕塑。这些雕塑，鲜活地重现了北海百年老城的历史文

化、地域风情、生活变迁。对于老北海人来说，这些重现当年的日常生活情景的雕塑，并

不仅仅是一种老城文化的提升，更是一种具体而亲切的回忆。尤其是老街的第一座情景雕

塑“摇水井”，两个约 10 岁，留着锅盖头的小孩正光着膀子用力摇水，其中一个用力向下

压着杠杆，一个用力往下拽，让水从管井中流出。另一个年龄更小些的小孩则撅着光屁股

在水管下洗头。这样的情景，简直是每个老街人童年的印记。

这座充满着童趣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的雕塑设计，出自北海画家张国权之手。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北海人，张国权在北海老城修复工程中倾注了自己对家乡的深情与热爱。老街

的很多情景雕塑，如“留声机”、“咸水歌”、“商界四大天王”等，都是他的作品。老街景

区大门那道按 1:1 比例复原的“升平街”清朝牌坊，更是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通过

采访大量近百岁老北海人，多方考证后复原设计出来的。

张国权 1947 年出生于北海一个普通的家庭，祖籍合浦，排行第三，上面有个大他四

岁的哥哥张国楠。两兄弟后来都成了国家高级美术师，张氏家族的十多位画家里就有五位

中国美术协会会员，从而开创了他们家族的“艺术之家”，这是他们当初那个从来没有人

搞艺术的家庭不曾想到过的。就连张国权自己，也没有想到过自己这棵没有机会移植到外

面更广阔的土地，而一直留在北海这片菜秧地里的秧苗，居然也能茁壮成长，一路历任了

广西美协常务理事、北海市文联副主席、北海画院院长、北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北海市

美术家协会主席，出版连环画五十多套，作品两千多幅，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金、银、

铜等奖项，甚至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广西美术馆、广西博物馆收藏。

张国权走上画画之路，虽说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兄张国楠及其学友张绍城的影响，但他

自己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画画，而且，在他拿起笔来涂鸦之始，就显示出了绘画的天赋，

几乎是无师自通地画什么像什么。张国权读初中的时候，北海属广东管辖，广州美术学院

的画家教授常来北海写生，使得他有机会借着帮搬凳子、提画箱的理由，近距离观摩胡一

川、关山月、黎雄才、王肇文等国家级大师是如何作画的。大师们在作画过程中给予他的

点拔，让他理解了什么是“创作”。到他读高中时，非常幸运地，任教美术的老师是董苏。

董苏曾经师从中国著名雕塑大师潘鹤和中国著名水彩画家、版画家汤由础，他在北海中学

任教时，首次把学院派美术教育带入课堂，开设素描、色彩、速写、创作造型艺术基础课

程，使北海美术教育走上正规化、系统化的轨道，是新中国成立后北海美术事业的主要奠

基者。张国权在董苏老师的指点下，画画进步很快。毕业时报考广州美院，获得了钦州地

区第一名的好成绩，就在他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学校停课，

这一耽误，就错失了就读高校的机会。



文革期间，整个社会处于一片轰轰烈烈的红色海洋中，学校上课不再正常，不同派别

的学生开始用宣传画、大字报的形式互相批斗，张国权的画画才能开始派上用场。他画了

大量的宣传画、伟人像、漫画。到学校停课进入社会后，各行各业更是到处都需要出板报、

画宣传画、写大标语，他的画画写生特长又帮他解决了生存问题。他一大幅一整墙的画，

大量的创作实践和临摹，扎实的绘画功底竟然由此打下。红色海洋热潮过后，国家开始号

召知青上山下乡，迫于生计，张国权到了地角公社下乡当渔民。

在地角，他和渔民一起出海，在下网之后和起网之前那一段空档，渔民们聊天、喝酒，

而他则抓紧时间掏出小本子练习速写，他画船，画粗犷壮实的渔民……渔民们看了都忍不

住赞叹“这娃儿画得真是几好哇！”，有麝自然香，没多久他被抽调去地角公社做了代课老

师，负责画画和数学的教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部湾海域还时不时有敌特分子袭扰。地处海防前线的地角公社因

为男人们要出海捕鱼谋生，守卫海防、保卫家园的重任便落在了留守的渔家妇女身上。1962

年，80 名地角渔家姑娘扛起钢枪集体宣誓，加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武装，组建了威

震南海的“地角女民兵连”，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在巡逻执勤中，女民兵们抓特务、

斗歹徒，书写了一个个精彩的战斗故事，被誉为“南海前哨的红色娘子军”，曾经风靡大

江南北的电影《海霞》的故事情节就取材于她们。

地角红色娘子军轰轰烈烈，北海按上级军区指示，把地角女民兵的先进事迹绘制成连

环画，由当时在北海文化馆任美术部主任的董苏负责组织成立创作组。董苏第一时间便想

到了正好下乡地角的张国权，画渔民生活的题材，张国权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便将他抽

调去了创作组。创作期间，张国权的绘画技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提高。后来这部《北

部湾上红色娘子军》连环画出版，好评如潮，影响很大。借着这个机会，张国权得以正式

调到文化馆工作。

到了文化馆之后，张国权像一颗种子落在了最适宜的土壤里，开始了他艺术创作繁花

似锦的春天。他一鼓作气连续出版了一系列反映北海渔村题材的连环画，如《海上网龟》

《虎口运枪》《海角红樱》《赶海姑娘》等，人民出版社将《夜海领航》《红色娘子军》收

入了《新中国连环画精品集》里。其中《海伯》在代表着中国最高水平的《连环画报》上

连载刊出之后，一时声誉鹊起，那时张国权才二十多岁。以至于《连环画报》的总编、社

长将他列为优秀人才专程来北海看望他时，惊讶得口瞪目呆：“张国权不是一个半老爷子

吗？怎么会是这样年轻的一个小伙子？”类似的事情在 1977 年北海着手筹建“北海水产

展览馆”将它作为 197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的献礼时也发生过，大家几乎不能

够相信，水产展览馆总负责美术设计的张国权，居然才年仅三十岁。

除了连环画，张国权在版画、国画、水彩水粉画、宣传画方面，也都全面开花，创作

成果丰盛，显示了他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实力。他善于用比较写实具象的艺术形象去反映家



乡朴素的生活本质，切入角度独特，如水彩画《青梅竹马》，他没有表现少儿两小无猜的

童真唯美，而代之以紧靠着小憩在干净船板上的一对饱经风霜年过古稀渔民老夫妻，壮硕

的形体、黝黑的肤色，衬着身上的白色衣服，映衬着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质朴的爱

情，整个画面充满着一种圣洁、质朴的光辉。表现渔民生活的版画《海上放映队》《南海

神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水粉画《老屋》用俯视构图，冷暖强烈对比的色调，通过屋顶

上晾晒的鱿鱼虾米、天井晾挂的衣裳等日常生活细节，画出了老民居的安静与和谐，这幅

作品代表中国美术作品出国展览后被收入了中国美术馆。他的作品，能够观照现实，呼应

时代，如宣传画《不要毁灭自己》《谨防假冒》被选送参加全国美展，获广西金获。他的

宣传画经常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西日报》头条刊登，堪称那时候的“版霸”。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成为了北海第一位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画家。

艺术从来都不是个人的“私事”，“成教化、助人伦”，这才是艺术家的责任。张国权

艺术造诣深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重于培养后学。进入文化馆工作的第二年，他

便和董苏及同事一起创办了延续至今的长期美术训练班。他甘当园丁，亲自授课，教学风

格灵活，因材施教，培养了一大批后来成为北海画坛中坚力量的学生，如中国著名雕塑大

师的魏小明，中国第一个提出“中国元素”的“梅高公司”广告创意艺术家高峻、国家级

实力派画家的张鸣、肖畅恒、吴志刚、吴明珠、李钊、李明伟、王超艺、黄小其、包建群

等人。这些他当年倾力培养的学生，都和他保持着很好的交情，功成名就之后始终对他怀

着敬重之心，吴明珠甚至在美院毕业之后还嫁给了他，夫妻俩比翼双飞，一时传为佳话。

有意思的是，张国权在任职北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时，连一张大学文凭都没有，组织

上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便安排了他去广西美术学院深造，教学老师居然就是他当年的学生

高峻。两人互为师生、亦师亦友，互相切磋，共同进步，成为美术界的美谈。

建国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广东著名水彩画家汤由础在北海工作了近一年时间，启蒙

和影响了一批水彩画作者，画水彩画成为北海当时美术界的时尚。到八十年代，北海的水

彩画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既保留了水彩画润透、柔美的特点，又具有阳刚大度的气象，

充分凸显海的性格，这种本土风貌与现代艺术的相结合，使得北海水彩画呈现出一种“大、

柔、孤、野、纯”的另类个性。但北海水彩画在九十年代最终形成“北部湾画风”并推向

全国，实现质的飞跃而成为中国美术界知名的艺术品牌，却是和张国权及已故的文化局局

长、水彩画家蔡道东两人的前瞻性及努力不无关系。

当时国家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战略，考虑到北海是海滨城市，具有丰富的、

得天独厚的水彩画题材，另一方面，北海又具有绘制水彩画的传统，北海画家大部分都喜

欢和擅长于水彩画和水粉画。于是他们决定打造一个北部湾文化品牌，以水彩画作为主攻

方向，推向全国，以宣传和促进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水彩画

被确立为北海重点艺术发展项目，加大力度推进。很快，北海便形成了一个水彩画家群体，



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1992 年 7 月，北海水彩画首次赴京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场具有鲜

明地域特征和新异审美效果的展览，顿时轰动京华，得到了美术界高度的关注和评价。美

术界专家夏湘平先生对当时的展出体会极深，他说：“北海已产生了一个像当年北大荒版

画群体那样的北海水彩画群体。”接下来北海水彩画又前往多地联展，在北海多次引进全

国性水彩画展览。2003 年成立的北海艺术家村，更是为北海水彩画家提供了一个创作、研

究、交流的新平台，吸引了国内外的一大批顶巅水平的美术大师多次前来与北海美术界共

同探讨学习，使北海水彩画迅速踏上一个新台阶。就这样，北海水彩画以“北海现象”、“北

部湾画风”一步步夯实了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只要一提起水彩画，整个美术界没有不知

道北海水彩画的，北海水彩画实打实地成为了知名艺术品牌。

张国权任职北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时，行政事务增多，专业创作的时间少了，但因为

一直保持着的“见缝插针”的习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反倒无心插柳地成就了

他的漫画创作，以至于在漫画上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水彩画。他画了大量的漫画发表在

《人民日报》漫画增刊《讽刺与幽默》上，针砭时事，匠心独具、富含哲理。其中《支农

路上》《碑》《谨防假冒》《无题》入选全国美展，获广西金奖，四格漫画《成长过程》借

猫和老鼠的故事，拟人的手法表现了反腐倡廉题材，更是获得了全国漫画金奖。

退休后的张国权，解甲不卸鞍，在担任“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职务负责北海

的书画创作和文化交流工作的同时，再次迎来了创作的新高潮。水彩画《开海》、国画《雄

风》、漫画《最后的晚餐》、宣传画《八荣八耻》等多类作品获自治区金奖，连环画《珍珠

的故事》获文化部“全国群星奖”，同时为北海大量的文史文艺书籍如《老城旧事》《美丽

北海》《廉州之廉》等制作了数百幅插图和封面，他的创作领域还涉及至浮雕、圆雕，如

柳州园博园北海馆、桂林园博园北海馆、北海园博园、清风园以及众多的公共设施、民间

展馆等的浮雕、壁画和情景雕塑，都有他的手笔。

盛誉之下，张国权谦逊而理性“我真的没有什么是值得大赞特赞的，充其量只能算是

北海画坛上一个比较勤奋的耕耘者和播种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