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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勇、易洪斌和郭广业，十年前曾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联袂出版了画集《关东三马》。画集出版后，读者从

一个方面领略了关东画家在“马界”风采的同时，“关东三马”也从此享誉画坛。对三位关东画家而言这是一

段趣事佳话，对东北文艺界而言，则是一段增光添彩的美谈。十年过去之后，其中的郭广业已经作古，作的画

作已经成了艺术的遗产。无论是为了纪念友谊、为了缅怀逝者，还是为展现他们艺术创作的新视角、新发展、

新成果，将他们的新作汇编出版，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文化事件。

十年之后，当我们重新解读“关东三马”时，对这三位画家的艺术贡献也有了新的认识。东北并不是只

有大豆高粱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也不是只有“二人转”没有高雅艺术的“北大荒”。百年来，从“东北

作家群”到当代文艺，东北应该是现代中国文艺的重镇，东北的文艺经验，也是现代中国文艺经验的一部分，

而且是艺术特色鲜明的一部分。东北的艺术特色在“关东三马”的艺术创作中同样体现得非常鲜明。我以为概

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点：一、地域风情：在“三马”的创作中，既有可以识别的他们的个人风格，同时也有可

以概括的共性特征。这个特征总体性地贯彻在他们所有的关于“马”的表述中。尤其是背景的处理，几乎都是

高山大川，疾风劲雨，千顷松涛，万里草原。这种地域性的特征是地缘文化的表意形式，同时也是他们对东北

文化性格的提炼和描摹。这种文化性格形象而具体，真实而本质，它同东北人的文化性格一样，剽悍粗砺、豪

迈放达；二、美学风格：“三马”的画作，在美学风格上的相近，就在于他们都崇尚雄健之美，都有昂扬的主

旋，朗健的风格。这一美学上的特征，使他们的画面海阔天空如凝固的旋律，既激荡人心又与传统建立了联

系。我之所以肯定他们这近乎“守成”的美学风格，恰恰是因为多年来文艺在“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所

付出的代价。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式的意识形态”曾改写了我们的艺术格局，艺术从“一体化”

走向了“多元化”，而且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艺术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艺术终究要为人所

理解，终要读者懂得画家画了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各种“主义”，大概只留给了我们整体的印象，涉

及到具体作品就难说了。在这个意义上，“三马”一直坚持的美学风格，是尤其值得我们推崇的；三、人文精

神：“三马”都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体现在他们的画作上，就是人间大爱。“爱”是“三马”的基本

主题和情怀。人与自然，天人合一，是他们共同遵循的文化信念。这个文化信念不仅体现在他们“名世”的关

于“马”的描绘中，更体现在他们的人物画中。

“三马”中许勇年长，资力最深。他受业于20世纪50年代。他毕业创作的《出发前》，既以马的形象构建

了画面主体，热情迸发、春潮在望的生活场景，生动地传达了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同时也从生活的角度对马

与人类的亲和关系，作了最为直观和形象的表达。从此许勇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坚实的艺术功底使许勇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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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型和构图能力别具一格。他的《百骏图》千姿百态，《草原十骏》风采华丽，《群星图》绚丽生动，《塞

上曲》披风沥胆，《骏马悲歌》壮怀激烈，《雨中》坚忍不拔：许勇的马大多华鞍丽辔，但其意并非是装饰

性，它背后隐含和诉求的，恰恰是如弓在弦、如刀出鞘，整装待发、征途在即的精神渴求。他的马或昂首嘶鸣

或低头踱步，都是对主人的期待。马的人格化在情态与鞍辔中作了无言的宣告：它们也是画家心中的英雄。

许勇的马别具一格，人物画同样别有风采。他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义和团民》和新时期创作的《义勇军

进行曲》、《洪水·赤诚》、《1937·南京》等，都有强烈的悲剧感和历史的凝重感。他的画面多为深色调。

但许勇后期的人物画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悲怆、激越逐渐转向了从容、安详。他的《瑞雪丰年》虽

然也有大雪飘风，但主人伫立马上，平静地注视着他的马群，在瑞雪纷飞中似乎憧憬着好年景；《秋高气爽》

中，女牧民伏在马背上回眸远望，秋色尽染，画面色彩斑斓如在云端，其浪漫气息和感染力尽在其间；《春日

融融》中，美丽的少女飒爽英姿，妩媚中尽显英武；组画《节日的琪琪格》，更是将草原牧民祥和安宁的生活

表达淋漓尽致、诗意盎然。这是许勇的“草原牧歌”，是许勇对新生活的由衷礼赞。

郭广业是黑龙江的专业画家，可叹英年早逝。郭广业笔下的马，肌肉与骨骼都有解剖学的依据，显示了

坚实和良好的专业素养。他名噪一时的《百马图》，充分展现了画家的构图能力和对神形各异的马的熟知与理

解。纵观郭广业的马，给人突出或与众不同印象的则是如下两点：一是他的马大多是正面奔放的形象，进入视

角的是扑面而来的逼人气势。像《齐奔》、《呐喊》、《雄风》、《牧马图》、《长风》等作品，都给人以一

往无前的激情感染，四蹄翻飞，奋勇争先，一如竞技场面。画家着意展示的不止是马健美的腰身和细致的神

情，更要画出马的神勇风采。因此，郭广业的马大多处于动态之中，仿佛前有召唤后有鞭追，风驰电掣势不可

挡，一如勇武的志士才俊，在腾越奔突中尽抒豪情。二是他画马的背景处理。郭氏的马大多处于阔大的空间之

中，沧海桑田、落霞晚照，风高月黑、巨澜翻卷，惟有骏马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在阔大的时空中凸现出英姿勃

发的万千气象。这也正如诗文中“一切景语皆情语”一样，郭氏的马显然是他个人情怀的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即已在郭广业笔下出现的以沧海长天为背景的马画构图意境，到了20世

纪90年代已逐渐发展为郭广业画马的一大创意和特色。他的天马系列、海马系列并非简单地将马安上翅膀、加

上鱼尾，如某些西方雕塑和绘画所表现的那样，而是别具匠心独出己意，或是让神骏弛骤于云飞风起的长空，

让自己的思绪随画中墨韵而律动，或是使骐骥啸傲于涛奔浪走的大海，任物象伴画家之心潮而澎湃。在这些画

马作品中，马已不再是古代画家表达士大夫情怀的载体，而是现代知识分子人生思考、审美理想的体现，被赋

予了更多的思想和情感。郭广业的人物画同样别有韵味。他的笔下多为少数民族人物，马背上的人物英姿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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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采飞扬。牧民的刚烈剽悍乐观爽朗淋漓尽致。他们或是叼羊比赛或是尽情歌舞，或是举杯畅饮或是挟鹰狩

猎，画面充满了生活情趣和游牧民族朗健豪迈的精神面貌和品格。

易洪斌画马的作品，最令人震憾的是他的力量与情怀。他的力量是气吞吐山河的气势；他的情怀是华夏古

风的高远。在这个浅吟媚语充斥于世、迎合与庸常之气盛行的时代，易洪斌将阔大与雄沉、深郁与苍古的画卷

展现于我们面前，让我们萎靡已久的内心重又注入了久违的激情，重新体验了恍若隔世的浪漫和感动。面对风

骨奇崛、气象万千的易洪斌的作品，心中顿生回肠荡气之感。易洪斌的绘画，接续了业已断裂的历史，它超越

了消费与享乐的“世说新语”，有意与当下时尚拉开了距离而沉湎于自己的艺术空间。在“全球化”一统天下

的叙事中，他力图回到本土资源，为独立的民族文化身份作出求证。这一争取的实现，不止是易洪斌对绘画艺

术心仪已久的感情，同时也是他于画坛之外铸剑十年的修炼。令我深怀兴趣的是在趋新大潮如浪排天的时代，

易洪斌先生为什么“背道而驰”地选择了那种古旧的形式，选择了不合时世的传统文化一脉？在我的印象中，

易洪斌对西方美学造诣颇深，同时他又工于诗词，熟悉中国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积累。因此说他

“两脚踏东西文化”并非溢美之词。但最能表达他个人趣味和追求的绘画艺术，他却选择了有鲜明本土文化特

征的形式，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看来，易洪斌的这一选择，不止与他本土的文化身份诉求相关，更

重要的是来自于他对中国现代性矛盾的郑重思考。

百年来，现代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族激进的理想和世纪梦，“唯新是举”是知识者普遍的心态，

向西方学习是改变中国命运的潜在心理和流行口号。然而时至今日，现代化已初见端倪的时候，人们又普遍

感到，现代化带给中国的并非全是幸福的承诺。在物质生活相对丰盈的同时，人们的心情却苍茫无措，心无

依托却无处诉说，发达资本主义的心理疾患已开始在中土流行并且蔓延。这时，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民族

传统和文化之根。那被反了百年的传统文化是不能简单处理的。就艺术层面而言，无论是婉约还是豪放，无

论是孤芳自赏还是兼善天下，它都属于民族原有的审美风尚和情怀，是民族独具的审美趣味和表达形式。但

长期以来，传统/现代，东方/西方，被叙述为思想文化论争的主题词，传统的本土文化被设定为攻击的主要

对象，它是陈腐、保守、僵死、反动的别一说法。而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理论又以霸权的形式遮蔽

了文化差异性存在的事实。这时，易洪斌选择了中国传统的绘画语汇，无声地言说了他的文化立场和民族情

怀。当然，这样阐发易洪斌绘画的思想文化大背景，指出他对传统文化的承建和发展，并不意味着这位艺术

家就断然拒斥现代文明。恰恰相反的是，在他的作品中，那古旧的形式里不仅有汉魏风骨、盛唐气象，同时

更有近百年来孕育的现代激情。

易洪斌善画马，并已蜚声画坛“马界”。但在我看来，崇尚壮伟之举、浩然之气的易洪斌，显然是承继

了韩干、徐悲鸿等大师的遗风流韵。韩干的《照夜白》神形兼具，但动人之处仍是不可僭越的盛唐气象，那浑

硕的体魄、骄健的四蹄，都给人一种健康和自由之美。杜甫曾盛赞韩干画马：“逸态萧疏，高骧纵恣，四蹄雪

雹，一日天地。”已足见韩干驭马之功力。而徐悲鸿则“尽精微，致广大”，以“奔马”的气势唱出了一个时

代的浩歌。但我不喜欢郎世宁的马，他的《八骏图》不止是因其有半生不熟的“混血”胎记，更在于他妄有堂

皇而失于奢糜，它的世俗气也蜕尽了马的雄奇而只能归于玩赏。易洪斌对前辈的阔大多有承继，但他的作品更

在于抒怀言志，他的马群或一往无前排山倒海；或仰天长啸龙卷风云，但间或也踱步低语悠然从容。像《海

神》、《观沧海》等作品，无论是立意还是技法，都应是易洪斌创作的上乘之作，它的感染力不仅来自画面本

身，而且也来自画外无声的余韵。它既有雄心壮志的抒发，亦有壮志未酬的怅然。在技法上，易洪斌也不拘一

格。《北风卷地白草折》、《横空出世》、《三人行》、《云从龙》等的变形与夸张；《忆长安》、《乾陵归

来》对石刻艺术的借鉴；《龙之舞》、《骏骨英风》、《宝马》、《骊影》、《骅骝亦骏物》等对唐三彩造形

艺术的借鉴，都给人以新奇之感。也正是这些丰富的文化品格，使易洪斌的马有了“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

古凡马空”的大境界。

易洪斌的宏阔壮伟的美学追求，同样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人物画、尤其是历史人物画上。1998年以来，他

曾先后三次纵写《观沧海》诗意，每次构图基本相同：一位身披坚铠之伟丈夫雄踞于战马之上背向观众，面向

背景上波涛汹涌、日月出没其中的汪洋大海，他肩披的猩红大氅在海风劲吹之下排空而起猎猎狂舞，一如赤炬

烛空，又似红雕振翅，一股英雄气鼓荡整个画面，观之令人消鄙俗之念而兴图强之志。难怪作者在第三次作此

画时，将原作的4尺大小，扩而为丈二再加边的大画，画题也改为“英雄”，而不是某朝某代的具体某人，这

就更赋予画中人物英雄气概以普遍性的典型意义。而在其近作《天下英雄谁敌手》的大画中，“英雄”这一主

题在继续、在延伸，画家有意模糊了画中两位古代战将的具体时代，只是作为两雄搏奕的象征性符号出现在画

中，双方剑各出鞘，两骑前后回旋，在动势感极强的张力场中，都在刀凝万钧之力，寻求一击必中但又稍纵即

逝的战机。两雄相争强者胜，强中更有强中手—这大约是作者想向世人传递的一种信息吧。当然，也很可能

一画多主题，拼搏、奋斗，赋天下以英雄浩气，让时代成为英雄时代，应该也是作者以画喻世的用心所在。至

于创作于2005年的《双雄决》，同样属于画家的《英雄》系列。那是在一个特定国际形势背景下，对“荆轲刺

秦王”古老历史事件的新诠释。画中壮士身处龙潭虎穴而气势如虹，以弱击强，夷然犯险，宁为玉碎，视死如

归，观之令人动容。这幅作品所内涵的思维情绪，当可在画家的长篇历史散文《霜锋铮》中得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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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勇 郭广业

目

录

寄情于历史，又着眼于现实，这是易洪斌人物画创作的一大特色。近些年来他陆续创作了《阿克苏之

舞》、《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小溪欢歌》、《佳人有约》等反映少数民族风情的人物画，看得出来画家在

人物画创作上不停步的摸索。《乡村时装秀》、《路上行人匆匆过》和《花节》则可以说是这种摸索和演练的

初步总结。这几幅丈二大画的共同之处是出场人物多，在特定情境中形成这样那样的关系，共同演绎着某个故

事，展开着一定的情节，诠释着欲说还休的理念。尽管这些作品还存在着作者种种不满意之处，但它们和那些

要么人物一字排开作集体摄影状，要么人物拢聚如山作纪念碑状的构图立意是有所区别的。注重画面内在的文

学性、情节性和进行时，这或许是易洪斌创作大型主题性人物画的基本审美欲求吧。

当然，易洪斌也并非是一味的慷慨悲壮豪情不止。他那些情感上细腻清柔的人物画，同样具有撼动人心

的力量。《此恨绵绵》是他第四次状写项虞悲剧。画面上，远处有鸟骓与画戟齐鸣，近处是霸王与虞姬饮恨；

战云密布、此恨绵绵，动静之中张驰有致，伟岸与骄小又都是情与力的喧腾。项虞悲剧被艺术家处理得惊心动

魄挥之不去。而《山鬼》、《相看两不厌》、《虎溪》、《坐看涛起时》等，又与《此恨绵绵》有异曲同工之

妙，那是人与自然、威武与清柔和谐的统一。近年来易洪斌创作了更多的以女性为对象的画作。这些画多为裸

体，但张扬的或是女性体态的曼妙、无穷变化，或是女性的万种风情迷人风姿，给人的终归是一种美感。我更

欣赏的是易洪斌在画面上对女性与老虎的处理方式；一面是女性的万种柔情，一面是老虎伟岸却着迷的憨态。

英武与柔媚交相辉映的审美之光就这样照亮了《长相依》、《虎溪》、《山鬼》、《北方有佳人》、《大士》

等一批作品的画面。此外像《在水一方》、《丛中俏》、《花影》、《红尘难得此清凉》等，虽然题材相近，

但因寓意不同，女性的“隐喻”也变换无穷尽。这些新作显示了易洪斌题材的变化，但更表达了作为画家的易

洪斌的艺术想象力和浪漫主义风采。

“关东三马”呈现出了大体一致的审美价值取向，这就是对阳刚之美的崇尚和追求。他们三人的画马作品

都腾越着一派大气、高标着一种风骨；人物画则洋溢着生活的激情和对人间大爱的表达。因此，“关东三马”

无论画马还是画人物，都体现了他们强烈的人文关怀。在他们的画面上，我们联想到的远远超出了看到的。这

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在绘画上的另一种表达。

是为序。

                                                                2010年9月10日于北京寓所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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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 

1956年毕业于东北美专并留校任教。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终生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贡献津贴。

主要绘画作品：

20世纪50年代有：《郑成功收复台湾》、《戚继光平倭图》、《金田起义》等。

20世纪60年代有：《群众歌手》、《义和团民》、《送公粮》、《春天的道路》等。

20世纪70年代有：《千里送京娘》、《昭君出塞》、《白求恩在中国》（连环画合作）等。

20世纪80年代有：《成吉思汗的后代》、《出场》、《都仑江》、《巴特尔》、《前三名》、  《路》、

                《奶》、《琪琪格》、《长平之战》、《嘎达梅林》（连环画合作）等。

20世纪90年代有：《骏马悲歌》、《草原十骏》、《雨中》、《月下十骏》、《义勇军进行曲》、      

                《回到拉萨》、《瑞雪丰年》、《西藏春早》、《五虎上将》等。

21世纪10年代有：《辛丑义和团民祭》、《二小放牛郎 》.《十送红军》、《义和团血战廊坊》等。

作品获奖及展览:

合作连环画《白求恩在中国》、《嘎达梅林》分获全国连环画创作评比一等奖及第六届全国美展银质

奖；近二十年间于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国内多个省市美术馆、博物馆，举办个

展二十余次。

作品收藏：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中国画研究院、李自成纪念馆、鲁迅美术学院、

何香凝美术馆等众多艺术机构及海内外藏家收藏。

重要著录：

《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画卷及连环画卷、《中国现代人物画全集》、《中国工笔画全集》、《中国美术

五十年》、《百年中国画集》等几十部大型专业美术丛书均有作品入编。

主要著作：   

《马和艺术》、《动物速写集》、《速写》、《女性人体美与造型艺术》、《画马集》、《许勇画集》、《马的绘画技

法》、《素描人体》、《中国近代现代名家画集—许勇》、《生命之光与火》等。

许  勇

16 17



1933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 

1956年毕业于东北美专并留校任教。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终生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贡献津贴。

主要绘画作品：

20世纪50年代有：《郑成功收复台湾》、《戚继光平倭图》、《金田起义》等。

20世纪60年代有：《群众歌手》、《义和团民》、《送公粮》、《春天的道路》等。

20世纪70年代有：《千里送京娘》、《昭君出塞》、《白求恩在中国》（连环画合作）等。

20世纪80年代有：《成吉思汗的后代》、《出场》、《都仑江》、《巴特尔》、《前三名》、  《路》、

                《奶》、《琪琪格》、《长平之战》、《嘎达梅林》（连环画合作）等。

20世纪90年代有：《骏马悲歌》、《草原十骏》、《雨中》、《月下十骏》、《义勇军进行曲》、      

                《回到拉萨》、《瑞雪丰年》、《西藏春早》、《五虎上将》等。

21世纪10年代有：《辛丑义和团民祭》、《二小放牛郎 》.《十送红军》、《义和团血战廊坊》等。

作品获奖及展览:

合作连环画《白求恩在中国》、《嘎达梅林》分获全国连环画创作评比一等奖及第六届全国美展银质

奖；近二十年间于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国内多个省市美术馆、博物馆，举办个

展二十余次。

作品收藏：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中国画研究院、李自成纪念馆、鲁迅美术学院、

何香凝美术馆等众多艺术机构及海内外藏家收藏。

重要著录：

《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画卷及连环画卷、《中国现代人物画全集》、《中国工笔画全集》、《中国美术

五十年》、《百年中国画集》等几十部大型专业美术丛书均有作品入编。

主要著作：   

《马和艺术》、《动物速写集》、《速写》、《女性人体美与造型艺术》、《画马集》、《许勇画集》、《马的绘画技

法》、《素描人体》、《中国近代现代名家画集—许勇》、《生命之光与火》等。

许  勇

16 1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