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广西有着重要的地位。百色手斧的发现，使东亚人类文明史上

推了 10 万年。这个考古发现，推翻了“莫氏线”理论关于东亚智人起源的论断，同时改

写了中国文明史，也使广西由中国南疆、“南蛮之地”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类

文明以能创造工具的“智人”阶段开始划分，就是人类有意识地主动创造有造型的用于狩

猎、劳动的工具。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萌芽和起源。在创造工具的过程中，人类的审美观念

也随之发展起来，对美的形态的追求促成了对造型美的创造。人类对于工具不仅要求其实

用，而且也对其有了审美的需求，造型艺术从此开始了它的发展史。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人类对美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美融入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宗教、文化，甚至

战争的兵器造型，到最后发展成不同形态的纯美术创作，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人类文明史

更像是一段追求美的历史。美使人类文明如此绚丽多彩！

在人类文明史上，美使人类发展真正地体现了“文明”的含义。这不仅是指美术这个

艺术门类的作用，而且还包括人类对精神的理想境界的最高追求。

从左右江文明、红水河文明、柳江流域文明和西江流域文明等，我们不难看到广西人

类文明发展的轨迹，以及广西美术发展史的脉络。从出土的手斧、石铲、陶器、青铜器等

器物上，我们清晰地看到有广西地域特点的造型风格和审美追求。其中的纹饰图样，使我

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先民独特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语言。特别是花山岩画，更是以绘画的形

式生动地展现了骆越文明，“主题性”绘画的造型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抽象、象征表

现的艺术语言使我们领略到先民高超的艺术概括力和创造力。发展到后来的石刻艺术、民

族民间艺术、绘画艺术等形态，广西形成了深厚的美术发展史。明清以降，绘画得到很大

的发展。清初画家石涛虽然在外成名，但其青少年时期是在广西度过的，这对他的人生和

艺术观念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广西籍的艺术大家，石涛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国时期，桂林抗战文化城云集了当时中国的美术名家，创造了广西乃至全国的一段辉煌

的抗战文化和现代美术教育、美术创作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美术事业得

到全面发展，逐步形成了有地域特点的美术创作和教育体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到

21 世纪初，广西美术界提出打造“漓江画派”艺术品牌的口号，祈望形成体现广西美术创

作整体面貌的地方美术流派。广西当代的美术发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有了

一个全新的突破，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画种的创作成绩在全国排在了前列，从

一定意义上说，广西已成为美术大省。广西美术创作在现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地位和文化意义愈显突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项完整的关于广西美术史的研究，现有的研究大

多是零星的、片段性的。这与广西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很不相称，也体现了广西在这

方面的研究是很薄弱的。加强对广西美术史的研究，是抢救历史文化，推进广西美术事业



深入发展的需要。2010 年，广西桂学研究会成立；2012 年，广西桂学研究会首批课题签

约，“广西美术发展与漓江画派的形成”选题获得批准。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承担这个

课题，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是凭着一种使命感来接受这个挑战的。因为，

如果再没有人承担这个责任，随着一些史料的不断消失，我们未来就可能无法完整地研究

广西美术史了，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和罪过。我们的宗旨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尽

量收集已有的资料，按年代整理出来，把广西美术发展的脉络界定厘清并研究；研究的范

畴为在广西发生的、与广西有关的、属广西籍的画家的美术活动和作品；为未来广西美术

发展史的研究提供相对完整的史料依据。

从约 80 万年前始，到 21 世纪初的 2016 年止，为本书涉及的广西美术发展史起止时

间，这是一个跨度巨大的时空，资料的整理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因为很多史料已

无从查找，而且我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这项工作，时间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同时，田

野考察也是很艰辛的（这项工作主要由孟远烘完成）。原定用一年时间完成这项工作，最

后用了三年，可见难度之大。但这个课题意义重大，它是填补广西美术史研究空白的研究，

所以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完成课题。虽然我们的研究不是很全面，但我们首次把广

西美术的发展做了一个系统梳理，从这一点来说，它有很重大的文化意义。随着研究的深

入开展，我们发现原课题已容不下所要整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另外，漓江画派的培育在

广西美术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并且还未定型。同时，漓江画派是广西

美术在当代发展的一个现象，至今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客观的理论研究，这对漓江画派的

深入培育影响很大。对漓江画派进行系统研究是必要的，但把它作为广西美术发展史的重

要问题来咞究，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课题审评专家的建议下，我们把课题成果改为《广

西美术发展史》。书中，我们在对广西美术史进行梳理研究的基础上，对漓江画派的形成

和发展也做了研究，对漓江画派的提出、宗旨、意义、审美和艺术特征、打造措施、培育

成果、存在问题等做出分析，形成了较完整的关于漓江画派的理论阐述，希望对漓江画派

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广西美术发展史》确定后，我们重新调整了专著的结构和内容，相

当于重新开始编撰，这样，又用了三年才付梓。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广西美术发展的历史，我们还整理了《广西美术大事年表》附

在书后，这也大大地增加了本书的史料和学术含量。

作为广西第一本较完整的美术发展史著作，虽然我们希望尽量做到完整梳理广西美术

发展的脉络，厘清其轨迹并进行分析研究，但难免会存在不足。我们希望这个研究，包括

它的成果与不足，能给未来广西美术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一些依据，也希望广西美术发展研

究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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