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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术界的中流砥柱都把他挂在嘴边

千峰一室足生平

人物名片人物名片

祖籍上虞，1931 年出生

于杭州，1949 年 9 月考入

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

身）绘画系，1955 年毕业

留校任教。之后应美院

附中副校长夏子颐先生

之邀，去附中任教并担任

专 业 教 研 组 组 长 。

1978-1983 年 任 教 于 油

画 系 。 1984-1986 年 任

附中校长。1985 年获浙

江 省 教 育 成 果 奖 。

1988-1991 年 在 油 画 系

任教至退休。1992 年获

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

称号和终生津贴。著有

《素描技法》、《库尔贝》

等，发表《油画技法》、《谈

素描》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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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玉涵

那道熟悉的风景回来了。

它是自然风景，更是艺术风景——2 月 24

日，为时 3 天的中国美术学院 2023 年本科招生

（复试）线下考试结束。3 天共 1.7 万人次参加

了中国画、书法学、图像与媒体艺术类、设计学、

美术学、环境设计类（大类）的考试。这也是在

“乙类乙管”后，复试首次回归线下。

说它自然，是因为艺术需要自然生活——

真听真看真感受，疫情的消散让2023年艺考生

有机会脱离了“双机位”，更加真切地经历与感

受艺考，看到模特的皱纹，触摸生活的材料，感

受云雨雾的变化——这些关于生活和艺术的

“感受”，在 70 多年前的西湖边，也成为一位艺

考生琢磨一辈子的东西。

他叫马玉如，关于这个名字，我是先闻其

名、再见其面、后识其人的。

作为文艺记者，我采访过很多不同领域的

艺术家，当他们在回顾自己的艺术之路时，常常

会提到“马玉如”这个名字。慢慢地，我发现，原

来他是中国美术学院附中的老校长，当下这些

美术界的中流砥柱，不少有过在附中学习的经

历，在他们十六七岁的年纪，恰恰是马老师的一

句话，一堂课，一个指点，让他们对艺术有了不

一样的感知，开始思考自我表达。

这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艺者风华——浙江油画百年大展”正在浙

江美术馆展出。展览中，自李叔同、林风眠始的

百余位油画家共同汇成了浙江油画的文脉，串

联起百年间的艺术风采。其中有一幅山水风景

画《阳朔风光》，创作者正是马玉如。

时间再往前，2022 年 9 月，“语言的探索

——马玉如、高友林油画作品展”在全山石艺术

中心开展，退休后鲜少参与活动的马玉如和高

友林一起出现在开幕式上。

两人加起来 173 岁，马玉如 91 岁。他们都

是中国美院油画系教授，但很多人并不熟悉他

们的作品，这次双个展是他们第一次有如此多

的作品同时展出，而马玉如从未开过个人展。

高友林是马玉如的学生，但马玉如不希望强调

二人的“师生”关系。“我们是朋友，是同代人，都

是画画的。”

记得展览那天，马玉如穿着一件寻常的灰

白色衬衫，几乎淹没在人群中。我有点不敢

认。这样一位朴素的先生和他的油画形成了强

烈的反差。

马玉如的油画，色彩浓郁，笔触苍劲有力，

画面中呈现出浑厚、粗犷而壮丽的风格，兼具西

方表现主义色彩和东方象征意蕴精神。这些作

品尺幅不大，但是气象绰然，方寸之间包罗山河

万象。站在画作前，你能够感受到生命力的滋

长，扑面而来。

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用

“浓郁出风华”来形容马玉如的绘画，“满目青

山，烟云无限。挥洒之间，饱含东方情味。”

展览的组织者油画家全山石，是马玉如在

文脉赓续⑩⑩

老
师

中国美院的同学，也是钱江晚报《文脉》拜访

过的艺术家。他说，马玉如和高友林在创作

中一直保持着油画本体语言的特色，并在此

基础上不断探索，让油画更加富有东方韵味

和中华民族的精神。92 岁的全山石致辞后，

91岁的马玉如撑起身子，鞠躬表达感谢。

马玉如的绘画之路开蒙于倪贻德，进入中

国美院后又师从苏天赐、胡善余、关良等诸位

先生。在新中国初创时期，马玉如的学习既浸

润在东方的草木山水世界，又吸收着西洋（欧

洲）、东洋（日本）的油画经验，激发了他对艺术

的思考，让他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

而在绘画探索之外，马玉如大部分时间

都扑在教学上。他的女儿马宁回想，父亲

平时都在学校里，回家吃饭后总是放下碗

筷又回校去了。从1955年毕业留校后，马玉

如就成为了“马老师”，在中国美院油画系任

教，后来在国美附中任教。

展览开幕式上，他的学生济济一堂，轮流

问候老师，与他合影。当年十几岁的中学生，

花俊、陈焰、张俊、林岗等人，如今已成为国内

美术界的中流砥柱。而油画家胡振宇、潘鸿

海、高友林，国画家吴山明、刘国辉、钱贵荪，

版画家韩黎坤，也都是他的学生。他们不仅

在油画，还在中国画、版画、雕塑、动画等各个

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

但马玉如说，他们的成功是因为他们的

天分和努力，“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做老师

是值得一辈子做的，它是利人利己的事情。”

其实学生们平时很少见到马老师，退休

后，他不出画册、不做画展，也很少参加活动，

更少接受采访。“人家说我清高，我很冤枉。我

只是懒惰，外面太吵闹了，我想安静一点。”马

玉如说，“把自己看低一点，对身体都有好处。”

一个深秋的午后，我们叩响了马玉如家的

门。师母开了门。房间不大，墙壁上只挂了几

幅画作，没有其他过多的装饰。那个下午，90

后的我听“90 后”的马玉如讲述他的老师、他

的绘画、他的教学。他后来叮嘱我，不要把简

单的事情复杂化——“我的事情很普通。”

马玉如高高瘦瘦，让我时常想到竹子，现

在又觉得他像竹林。许江引唐代司空图的

《二十四诗品》，以芙蓉喻先生。“畸人乘真，手

把芙蓉。”畸人不偶于俗，率性质朴，而芙蓉是

香洁之草，有风华之气。

马玉如只管沉浸在他所爱的绘画之中，

甚至钝感于年龄的增长。80 多岁时，他爱骑

自行车来往于西湖边，不少学生与他擦肩而

过，他浑然不觉，目视前方，行色如空。许江

说：“他是浸润在走云连风的山水世界之中，

浸润在千峰一室的生平静足之中。”

好像骑车的，还是17岁那个一心来西子

湖畔学画的“小马”。

特别感谢中国美术学院王犁及全山石艺

术中心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图①1978年

5 月，马玉如

为 潘 天 寿 先

生画肖像

图 ② 马 玉 如

近照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