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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无华：美术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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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亭湘，笔名齐欣。1942 年 1 月生于吉林省扶余县 （今松原

市）。中共党员。1959年毕业于吉林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美术专业，

分配到扶余县文化艺术馆任馆员、美术干部。1961年入伍，先后任

沈阳军区某部战士、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站电影放映员、干

事、副团职干事。1986年转业至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暨张氏帅府

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陈列艺术设计师、副研究馆员。2002年退休。

在长达25年的军旅生涯中，主要从事专职幻灯美术宣教工作兼

及美术创作和辅导战士业余美术活动。曾作为组织者和主创人，组

织集体创作了《雷锋》《刘英俊》《将军儿女情》等大量故事性幻灯

美术作品，在沈阳军区乃至全军广泛印发放映。其中，多部作品参

加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沈阳军区的幻灯汇映评比竞赛，获最高奖等多

种奖项，并参加表演组赴总政等领导机关和沈阳军区各部队巡回放

映。曾组织并主持全军区部队多届大型幻灯汇映活动；主持多届幻

灯美术创作培训班，亲任主导教师，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业余美术创

作人才。出版了专著 《幻灯的编绘与放映》（中国电影出版

社·1982）。被《解放军报》《前进报》载文誉为“幻灯专家”。是中

国特有的幻灯宣教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也是这门综合艺术品种发展

到辉煌鼎盛直至逐渐消亡的实践者和见证人。



在历时16年的博物馆专业工作中，作为张氏帅府博物馆最早的

创建人之一，曾设计并指导制作了“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业绩展

览”等大量展览和复原陈列工程，组织并亲自参与创作举办多届为

张学良将军祝寿书画展览。

自1989年始，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组织创建了全国性社会团

体——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曾长期担任研究院秘书长和副院长以及

院刊《同泽书画》执行副主编，致力于关东画派的群体艺术事业。曾

倡导并组织了许多全国性或跨省区的书画艺术展览、学术研讨会和其

他重要艺术活动，主编出版多部画集文集，以及组织艺术家参加抗灾

救援等公益活动。此其间，以美术理论家和画家双重视角，撰写了大量

美术理论、评论和评介报道文章，文论作品入编多部专业文集和多种专

业报刊，为关东画派的延续、发展、走向新的辉煌，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艺50余年中，因工作关系涉猎了美术、电影幻灯艺术、文博

陈列艺术、文艺评论等多项领域。美术作品曾获沈阳军区文艺创作

二等奖、全国性美术展览银奖和铜奖；格言和楹联作品入编《中华

名人格言》（第六集），并出版专著《情溢大帅府——楹联诗文选》

（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艺术传略入编 《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

《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复转军人风采》典籍。

作者手稿



讴歌时代的孺子牛

讴歌时代的孺子牛
——为戚亭湘文集的出版致贺序

赵华胜

戚亭湘先生是与我一同共事20余年的老朋友，他平易、自然、

真诚、温馨和淡泊。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他用自己的艰辛、

智慧和深邃的洞察力，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时代华章，为人民和社会

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文化业绩。戚亭湘先生在年逾古稀之际，把自己

几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整理发表，出版这本集智慧之光和人间大美

华彩的美术评论文集，是他一生为时代、为地域性文化艺术发展的

阶段性总结。他撰写的每件大的艺事，评介的每位书画家之成就，

均闪烁着智慧和人格的光辉而令人难忘。这既是他为祖国文艺事业

无私奉献的结晶，又是一位艺术家从艺做人的心灵写照。我为这位

老朋友的成果真诚钦佩和庆贺。

亭湘先生年轻时代曾经历漫长的军旅生涯，任沈阳军区政治部

文化干事。在部队的文化宣传工作中，他练就了一贯严谨、务实、

清廉、执着的作风。在他的竭诚努力下，他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年轻

的部队美术宣传和美术创作人才，他的众多学生中已有数位成长为

部队和地方的艺术将才。转业到地方后，他一直在张氏帅府博物馆

任陈列艺术设计师，进行艰苦的建馆创业，同时长期从事书画创作

活动的策划和组联工作。在创建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的繁重工作

中，他历尽艰辛，勤恳努力，发扬爱国将领张学良倡导的“爱国、

统一、团结、奉献”的“同泽精神”，联络、引领和推动辽沈地区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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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东北三省众多书画艺术家，在“同泽精神”的感召下团结、凝

聚，为促进关东画派群体艺术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取得了众所认

可的成绩。

关东画派自1961年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东北三省美术家代表会议”。会议在时任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的宋振庭同志主持、总结和号召下，创立了由东北三省著名艺术

家共同参与的“关东画派”，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改革开放

30余年以来，关东画派在全体艺术家共同努力下，在党和国家正确

的文化政策鼓舞下，已经恢复了曾受到历史创伤的元气，一步步通

过20余年来的辛勤努力，不断创造着可喜的业绩。东北三省联合组

织了十几次大型美术作品展览和东北画风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在

社会和画坛形成了较大影响，推动了东北三省美术创作水平的提高。

在关东画派的延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戚亭湘先生一直站在艺

术活动的第一线上，勤恳默默地工作着，服务着。他担任中国同泽书

画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院刊《同泽书画》执行副主

赵华胜先生（右）与本书作者2003年合影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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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时代的孺子牛

编、名誉主编，直至特邀顾问等职，为关东画派艺术家团结协作、创

作繁荣、新生代崛起等诸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犹如一泓清澈透明

的泉水不断滋润着黑土地上的艺苗。他具有旗帜鲜明的从艺原则和学

术思想，坚持延安老鲁艺的革命文艺传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坚持艺术为人民、艺术为时代、艺术与人民同心、艺术与时代同步的

方向；坚持团结和组织关东画派艺术家在创作上表现民族性、地域性

和时代性的创作理念。戚亭湘先生以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求实的文风，

撰写了大量有社会影响的理论和评论文章，宣传和弘扬了关东画派的

学术主张，堪称是一位关东画派忠诚的捍卫者。

20余年来，关东画派在理论研究方面产生了像戚亭湘先生这样

的多位老中青理论家队伍，形成了关东画派的理论喉舌，他们为关

东画派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宣传、评介、传媒导向及学术成果的

研究总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戚亭湘先生不仅是一位美术理论家，又是一位勤奋的书画家。

他原本在部队就是一位有一定成就的军旅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宣传

画、幻灯连环画、水彩水粉画和中国画等曾获国家和军队重要奖

项。其中，他以饱满的激情创作的有关张学良与赵一荻夫妇的肖像

画，备受好评。他本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画家，但为了振兴关东画

派较为薄弱和相对滞后的宣传工作和美术理论研究，毅然放下了自

己的绘画创作而重点转入了美术理论和评论方面的写作。他为关东

画派艺术家的成长及其作品的推出，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工作，

在困难面前勇挑重担，从不退缩。他是一位淡泊名利的奉献者。

关东画派已翻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页码，中国同泽书画研究

院也已走过了20余年的风雨历程。戚亭湘先生是关东画派延续发展

和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开创建设的一位亲身实践者和历史见证人，

也是其最知情的“百科全书”。每一步都有他的心血和步伐的印证。

他必然在关东画派同道艺术家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形象。在2010年和

2011年，“关东画派第二届美术创作大展”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美

术馆和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先后成功举办之后，在关东画

派总结表彰大会上，大展组委会评定并授予戚亭湘先生“特殊贡献

奖”，颁发了荣誉奖牌。这是众望所归的他理应得到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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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画派和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的同道朋友们纷纷赞誉亭湘先

生是中国美术界的老黄牛。“牛儿情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谨此作为我们共同的座右铭而共勉吧。历史在前进，事业正等待我

们老一辈带领新生代继续创造新的业绩。亭湘先生，我的老朋友，

不愧为讴歌时代的孺子牛。让我们手牵手继续向前走吧。

2013年元月于北京

赵华胜：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院长，原辽宁画院院长。

关东画派第一和第二届晋京大展组委会主任，总策划。

中国国家画院特聘研究员，赵华胜工作室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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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

孙世昌

我是几年前应邀参与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活动时，与戚亭湘先

生结识的。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朴实厚道、勤奋刻苦、忠于职守。

后来，因为搞“关东画派第二次晋京展览”活动，与他接触多了，

又觉得他还是一位信念坚定、执着追求现实主义艺术理念的理论

家。戚亭湘原在军队搞美术宣传，是位画幻灯的高手。转业后，他

参加张氏帅府博物馆工作，仍然保持着军人的品质，完成好工作就

是他的使命，甘心为民族复兴、为祖国强盛、为人民服务，奉献就

是他的愿景。戎装虽卸，心境如常。戚亭湘长期担任中国同泽书画

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他全面、具体地参与主持了中国同泽书画

研究院和关东画派的所有工作。可以说，戚亭湘是最了解关东画

派的知情者之一。同时，在从事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和关东画派的

工作中，他撰写了大量宣传关东画派现实主义艺术理念、评论画家

及作品的文章，他又是不折不扣的“关东画派”理论家。

其实，戚亭湘在当兵搞部队美术宣传工作时，就已经形成“为

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和任务就是使命”的献身精神。其后介

入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和关东画派工作，“关东画派”所提倡的现实

主义艺术理念，与他已经形成的基本理念相一致、相重合，并给他

提供发挥的平台。所以说戚亭湘现在所坚持的现实主义艺术理念，

前后是呼应的，他能集中发挥出来也是必然的。他现在坚守“现实

主义”理念，实际上也是坚守他自己。有所坚守，是理论家应有的

005



大 美 无 华

品质。

在筹备关东画派两次进京大展的过程中，戚亭湘参与了从筹

划、制订具体方案、开发布会、草图观摩、选优秀作品、沈阳展

览、晋京展览等全部工作。在具体工作中戚亭湘愈加熟悉了东北三

省画家和他们的创作，更深刻地感受到现实主义中国画大师王盛烈

先生提出的“严肃现实主义”作为关东画派的艺术理念，作为众多

画家的追求是实实在在的。它已成为关东画派的核心理念。生活与

写实是这种理念的两个主要支撑。主题性人物画创作是关东画派的

主体。“严肃现实主义”作为一个集体理念，根源在于关东画派画家

对黑土地“酷爱的真情”，也是形成地域特色的基础，同时又是关东

画派画家凝聚力的关键。以我对“关东画派”的了解，戚亭湘在文

章中所涉及的这些内涵，其理论总结是准确的，也是很到位的。

从理论上对关东画派的绘画创作进行总结与提升，戚亭湘花费

了巨大的精力，文章也写得理直气壮。我觉得不仅如此，更可贵的

是在当前美术界多元趋势中，戚亭湘看到了现实主义理念所面临的

挑战。特别是他到俄罗斯感受到其“现实主义链条始终在运转”，而

“我国这个‘现实主义链条’，却往往在多种因素、各种思潮的影响

和干扰下，出现变形、断裂，甚至遭到破坏”。从而产生忧虑。他认

为“现实主义”也需要新的开拓与发展。在这方面，戚亭湘在总结

关东画派一些著名画家开拓扩展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和实践经验后，

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如他说“不能把现实主义压缩、局限在写

实主义的小圈子之中”，需要从浪漫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象

征主义等等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中吸取有益营养。这个说法，真正

做起来是很难的。它需要细微、深入、艰苦地实践探索和不断地理

论总结。我希望戚亭湘能在这多种“吸取”上做些相应的研究。同

时，在“关东画派第二次晋京大展”的总结中，戚亭湘看到了关东

画派由主题性人物画扩展到山水画、花鸟画，以及油画和雕塑，这

只是局面上的扩展，他认为还需要深化，提高文化意蕴的深度，提

高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不仅是内容、主

题，而且涉及创作主体和绘画主体的深层问题。解决起来绝非一朝

一夕所能见效的。戚亭湘能发现问题，不回避问题，可见其理论家

006



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

的眼光和胸怀。我看在这方面他还能做许多工作。因为他是个诚实

而刻苦的人，能迎着困难上的人。

孙世昌

2013年2月于鲁迅美术学院居室

孙世昌：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原美术史论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

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顾问。

孙世昌先生（左）与本书作者2006年12月16日在角振通画展学术研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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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本书作者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曾参与策划组织了有关中国同泽书画研
究院乃至关东画派的大量专业会议、展览、学术研讨会和编辑出版书刊等艺术学术活
动。图为本书作者（右1）与关东画派著名代表性艺术家孙恩同（右2）、王绪阳（右
3）、贲庆余（右5）、赵华胜（右4）在“2003·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院务工作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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