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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记：

马哲，笃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理论。他为创作出富于生活气息的艺术作品，为实现

自己的艺术梦想与追求，数十年如一日，舍弃多次过上富足生活的机遇，置身到社会的深

层，历尽千辛万苦、尝遍人世间酸甜苦辣，磨练着自己的身心、意志和品格，深刻体验着社

会剧烈变革对社会各阶层人的冲击、影响，感悟着这个时代人性的变迁，感受着一个国家和

人民由一穷二白到极速变革发展、实现富强的过程。

这一切，都熔铸进了他的作品之中。他追求着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心自由，更追求着精

神上的独立与自由，在肆意挥洒间，创造着自己的艺术面貌。

忠实践行“艺术源于生活”的画坛“游侠”马哲
李树森

“叛逆”、倔犟、痴迷绘画的画坛小明星

!"#$年%月$&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周年美展开幕。马哲创作的国画《喜看人间
春色》入选，那年他()岁。

*"+,年，他创作了大幅油画《风雪之歌》，这幅作品在
《吉林日报》头版刊登，并做了专题报道。这在当时的吉林
画坛也应该算是一件大事了。

*"+-年，县委带人敲锣打鼓来到马哲家，父亲不知所为
何事，吓得不敢出屋。县里人跟他说：你儿子出名了，咱们
县里的毛主席画像就是你儿子画的，我们来报喜。一直反对
马哲画画的父亲惊得说不出话来，一向威严的他抱着马哲
热泪盈眶，这是父亲内心多年的压抑最恰当的宣泄方式，多
年僵冻的父子关系也冰雪般消融了。

那时德惠县有两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马哲就是其一。
那么，面对这个小明星，本该高兴的父亲为何如此害

怕，又为何以热泪盈眶的拥抱来化解多年僵冻的父子关系？
这要从童年的马哲说起。

*"%,年，马哲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一个少数民族家庭。
少年的马哲是有名的“淘小子”，野得很，他个子不高，外表
文弱，可骨子里却有种倔犟的气质和叛逆的性格。因其在家
行三，大家就叫他“三毛”。

三毛自幼喜欢画画，而且他的观察能力和对造型的
记忆力堪称卓异。他经常把偷别人家东西的人用粉笔或
者树枝什么的画在墙上，让人家难堪；他也画过电影票，
以假乱真，足以混进电影院。小学四年级时马哲在胳膊
上画“四道杠”。老师不相信是他画的，说：“你再给
我画一幅画，画得像，我就不批评你了。”马哲就画了一
幅七仙女，真是呼之欲出。老师惊呼：“以后你一定能
成为画家。”

然而对于当时家境贫穷的马哲来讲，温饱尚且是个大
问题，画画自然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加之那个特殊年代画
画担心出政策错误，躲之不及，所以父母坚决反对马哲画
画。

这时马哲的倔犟与反叛从骨子里流露了出来。父亲用
竹扁担打他，用钳子钳他的手，但无论如何打、如何夹，马哲
就是不吭声，气得父亲用棍子敲打枕头；母亲躺在炕上，用
棉袄掩着脸流泪，长叹不已。

后来父母甚至把他锁在屋里不让出来，马哲就偷偷地
从窗子逃出去离家出走了，他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获得家
庭对其绘画的支持。

半个月后，母亲在一棵大树底下，找到两眼发黑、明显
变瘦、正要睡觉的马哲。“三毛，三毛……”母亲悲凉的声音
从胸腔里发出，马哲忍不住从树后钻出来，母亲小跑着过
来，手里拎的东西掉在了地上，母子俩抱头痛哭。

其实父亲很喜欢三毛，因父亲的生活经历，他担心在
那个特殊年代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被三毛画没了。但是只对
绘画痴迷的马哲，根本不理解父亲的苦心。

美术专业学习、名师教授启迪思想升华

也正是这次画主席像的成功，为马哲创造了难得的专
业学习机会。*"+-年县里派他到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
这可是县里唯一的名额。

两年系统、专业的学习，在靳尚谊等名师教授下，使
马哲掌握了一整套西方绘画的创作程序、技巧、方法与步
骤，为他以后现实主义精神的画作奠定了基础。西方绘画
中人体写生、科学色彩、焦点透视等为他打下了牢固的人
物造型基础。期间他还练就了一手绝活———动态中进行速
写，他能迅速捕捉人物系列动作，进行速写。这绝活一方
面来自天赋，另一方面正是来自于这种正规的训练。

有绘画天赋，有痴迷精神，又有了名师指导下的专业学
习，按说马哲可以走上一条专业绘画的路了，然而以他的个
性与目标，注定将经历更多的磨练，这源自于他对中国画发
展的更高更深思考。

在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以后，刻苦钻研、善于思
考的马哲认识到，传统文人画有其笔墨纯粹、精神纯粹等
尤长，但却存在着严重脱离生活的弊端，这使得文人画与
大众审美距离太远，它所形成的概念化、符号化、程式化
已成为中国画发展的阻碍。最后马哲开始思考，传统的好
东西决不能丢，那么该如何继承传统？如何解决西画素描
与中国画传统笔墨之间的关系？如何深入生活，在生活里

发现美和创作的动力，进而形成艺术创作的灵感？

为寻求艺术真谛不畏游历之艰苦磨砺

经过专业学习的马哲已经从思想上脱胎换骨，进入到
了对艺术的深层思考与实践探索。这时，当年那次半个月
的出走播下的种子又开始萌芽，但这次不是出走，是想游历
社会，深入生活，体悟人生，在生活中寻找艺术创作的源泉，
寻找作品里的精神内涵。他所选择的方式注定是历尽千辛
万苦的人生磨砺。

说走就走，*")%年，马哲到了长春，租了一间窄小破旧
的平房，住到里面开始研究绘画。

东北的冬天奇寒无比，出租屋里没有供暖，马哲的手冻
得肿了起来，像红红的馒头，有时甚至连画笔都握不住。没
有了经济来源的马哲在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来到饭店，等别
人吃完饭走出屋，他瞧准时机，走进饭店，对服务员说：“打
包，打包”。他只想填饱肚子好投入绘画。邻居的一个素不
相识的老人看他可怜，经常送一些东西放到马哲的窗前，然
后悄悄离去，后来甚至借钱给马哲。

还有一个姓刘的拾荒老人，也同样注意到了马哲。她感
到很奇怪，因为这个小伙子经常几天闷在屋里不出来，也看
不到他吃东西。有一天，老人走进马哲的屋里，发现满地都
是画过的废纸。墙上也挂满他画的画。老太太虽不懂画，却
也被马哲的勤奋所感动。听了马哲的故事，更是感慨良多，
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善良的老人还是借给了马哲*...元
钱。后来，马哲认了这个老人为干妈。又在干妈的几番劝说
下，住进了她本不宽敞的家里腾出的走廊。而且在好心人的
帮助下，还找到了一份挑水的工作，以此维持着最基本的生
活和绘画所需，直到现在马哲肩膀上还有当年扁担留下的
老茧痕迹。

磨砺中绽放花朵：

!幅作品入选北京亚运会展览

%年艰苦之后，*"".年，北京举办亚运会，在长春搞一个
大型笔会，为亚运会献画。评委把所有作品都掩去了画家的
名字进行评选，最后选了&张画———《春江花月夜》、《亚洲雄
风》、《八仙过海》，一看画家的名字都是一个人———马哲。后
来这&张作品被亚奥理事会指定在亚运会场馆展出。这无疑
是对马哲%年来艰苦度日、潜心研究创作最好的肯定与回报。

这次的牛刀小试，在长春当地引起了轰动。当时的长春
市市长说：此人不调到长春，是我们工作的失误。&天时间市
长就把马哲从德惠县调到了长春一家文化公司做艺术总
监。后因公司老总的承诺食言，马哲又一次辞职了。

到南方去/到南方去/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没

有月亮/面包甚至都不够/朋友更少/只有一
群苦痛的孩子，吞噬着一切。

这是抒情诗人海子写的诗歌———《阿尔
的太阳》中的句子，是献给“瘦哥哥梵高”的。
当时南方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马哲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去深圳的路，他要去
感受那里不同于内陆的火热的激情、梦想与
生活。

走之前，刚刚结婚两年已怀孕的妻子关
丽珍说：“我支持你，等孩子生下来你看一眼
咱们的孩子再走吧。”

妻子曾是富家千金，嫁给马哲这个穷小
子没少吃苦，却毫无怨言地如此理解体贴自
己，望着爱妻湿润的眼睛，马哲感动得心里酸
痛，等到孩子出生一个月零七天的时候，他才
离家去深圳。临走时岳母对他说：“妈知道在
外边会很难，无论怎样都要早点回来。”

到达深圳，马哲兜里只剩%'元钱了。到深圳的第一个晚
上是睡在桥洞子底下的，那个地方距离在深圳一家医院当
院长的弟弟的住处只有%''米距离，马哲却没有去。他希望
通过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让他的人生底色越打越厚，让他
的画充满着人间的气息和人性的质感，从而打动无数的人。
后来，马哲在自己的床头写下这样的誓言：“冻死迎风站，饿
死不倒槽。”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破釜沉舟的悲凉感觉。

这段时期，马哲也见识了很多流派的画家和不同风格
的画作，他们互相交流学习。比如岭南画派的细致与北方
画派的粗犷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从中吸收不少营养。他经
常到一些博物馆去参观学习。生活再艰难，他也没有懈怠研
习绘画，这段时期他的作品又有了新的变化。

在深圳的马哲，更像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他曾搬过
&'多次家，生活不下去时还曾做过居士。终于有一天，因长
期营养不良，加之南方湿热的天气，让马哲渐渐体力不支，
坐在公交车上竟至两眼发黑，大汗淋漓。他第一次觉得自己
实在挺不住了，于是他含着眼泪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虽
然我很努力，但我为了追求艺术实在没有能力承担起家庭
的责任，我们离婚吧，你还年轻，我不能耽误你，你和孩子永
远是我的最爱，祝你幸福。”妻子亲切地回答说：“你记住，这
辈子我跟定你了，你要离开我，我一辈子也不会再嫁的。挺
不住就回来吧，我一分钱也不需要，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行。”
妻子的话给了马哲无穷的力量，他擦干眼泪又开始了前进
的征程。

磨砺中绽放花朵：
庆香港回归《龙子归宗图》引发海内外赞赏

*""+年，香港回归，马哲热血沸腾，他要把自己对国家
的爱，把内心燃烧的激情全部倾注到将要创作的长卷之中。
他夜不能寐，甚至忘掉了吃饭，脸也
没时间洗一把，当他最终完成这幅长
卷时，颓然倒在地上，感到所有力
量、所有情感似乎都用完了。很长时
间，他才起来，推开窗子，黎明的阳
光照进画室。画作"0+米长，象征着
"+回归。咆哮的大海，翻腾的蛟龙，英
姿勃发的龙子，热烈地奔向了祖国的
怀抱。此画一经展出，立刻引起了轰
动，程思远先生为之题名《龙子归宗
图》。从大陆、港澳台同胞，到海外侨
胞，短短十几天，就收到&-,位知名华
人寄来的签名。这些社会名流、精英包
括关山月、黄胄、李政道、黄婉秋、白
杨、丁聪等。这幅国画色彩丰富绚丽，意象热烈奔放，构图严
谨，人物造型准确生动，具有较强的时代感与民族传统特
色。多年的艰辛，马哲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年，他回到吉林市，漂泊多年的马哲终于想沉淀
一下自己，期间以妻子为原型创作了《山鬼》作品。《山
鬼》是屈原《九歌》中的古老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美丽的
爱情故事，马哲想作为礼物送给一直等待他回来的痴情
“女神”，妻子知道后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幅充满浪漫
主义气息，又融入现实情感的画作，以精细的中国传统笔
墨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同时又具有西画的造
型特质，呈现出西画的质感、宏大气势。画面充满着一种
神秘的东方色彩，这可算作马哲创作风格的代表之作。(.

年之后，很多收藏家想以重金购买此画，马哲都没有出
手，或许这就是他的“非卖品”吧1

这次创作的成功，让马哲又一次萌发了走出去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应该继续走出去，向更高的目标进发，这次他选
择的是上海。

磨砺中绽放花朵：

百米长卷《缘起赞禅意卷》引佛界关注

在上海，一家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是某国前总统夫人的
好朋友，在总统夫人生日将至之时，老板想送一幅肖像给
她，请了马哲画画。总统夫人看了非常喜欢，还写了一封亲
笔信，表达感谢之情，并称：“您的作品将为我的国人广为流
传。”据悉，这幅作品现在珍藏在那位总统夫人的纪念馆里。

这幅人物肖像创作的成功，让马哲找到了一种久违的
感觉，他的绘画风格也在逐渐地成熟，他利用西画的冲击
力，以及光、面、线作为绘画的支撑，又融入传统笔墨，形成
自己独特的风格。

随后，他以当时热播的电视剧《济公》为题材，以表演艺
术家游本昌扮演的济公为原型，在上海创作了百米长卷《缘
起赞禅意卷》。在精心创作的+个月里，马哲几乎精力耗尽，
他曾两次晕倒过去。马哲创作有个特点，进入状态，可以几

天不吃不喝，有一种自饱的感觉。+个月他身体瘦了!-斤。画
完之后，一共,大捆，几十斤重。

此佛卷受到了济公出生地天台山博物馆邀请，举行佛
卷有关仪式和长时间展览。$..+年台湾几家著名的济公院
纷纷邀请其赴台展出。现在，有藏家愿意出资收购这幅作
品，马哲都没卖，作品里含着马哲在上海最温暖的记忆。

$..)年，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的马哲，毅然踏入了北京，
这一直是他的梦想，他要在真正的艺术精英汇聚之地寻找
自己的一片天空。$..)年为迎接奥运会，马哲创作了巨幅国
画《龙吟榜·贺盛卷》。这幅作品在北京展出时，时任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的靳尚谊、中国油画家协会主席詹建俊参加
了画展，并对马哲的创作给予高度肯定。

而今%年过去了，画坛“游侠”马哲稳稳地落脚在了北
京，更广阔的艺术舞台向他敞开了怀抱。

重情重义永怀感恩的画坛“游侠”

成大事者，必讲情重义。能在$.余年漂荡生涯中逐渐走
向成功，马哲依靠的还有“情”和“义”，也因此被朋友们称为
画坛“游侠”。

马哲有一个老朋友徐哥。徐哥!.年间前后花了!&万元
钱资助他画画，马哲还了这个恩。他对长春的拾荒人干妈
也很孝敬，每年过年过节，只要回东北，他都要到干妈那
去看一看，买一些东西，再送给干妈一些生活费。

有一个朋友，在马哲去深圳时，往他的兜里塞了一兜
子钱，大概有&百多元。一晃$.多年过去了，马哲也没再
见到他。后来到长春打听了&天，终于找到了他。马哲拿
出+万元钱，其中&万是还他“一兜之情”的，,万是送给
他老母亲的，感动得两口子当场落泪。

多年来，朋友有困难马哲总是慷慨作画支持。一个朋
友家里遇到难事，事主喜欢马哲的画，知道这个人与马哲
关系好，就说，只要有马哲的两幅画，这事就算了结，不
然就得拿几十万元赔偿金。他星夜赶到北京，马哲立马画

了两张画送给了朋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马哲还是一个热心

公益事业的人。他可以自己忍饥挨饿，却看不得别人受苦
受难。他每年都尽量抽时间亲自到敬老院、孤儿院去看望
老人和孩子，还经常慷慨解囊。

马哲还是一个大孝子。他擅长肖像创作，常给老人画
像，他主要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传达一种“孝道”。在北京，
他已经给社会各界数十位名流的父母画过肖像。马哲的母
亲曾被疯狗咬过，因没能及时打狂犬疫苗，结果染上了狂犬
症。马哲很心痛，徒步近百里，四处给母亲讨偏方治病，最终
治好了母亲的病。母亲过世后，马哲曾多年年三十晚上，在
墓前秉灯同过，这个故事在他的老家一直传为美谈。

历近 !"年磨砺践行“艺术源于生活”终获成功

自!")%年第一次游历开始，至今已经近&.年了。期间
曾多次有人问马哲：你很多年前就可以靠卖画过上富足的
生活了，为何还总是放弃那么多的机会，去吃那样的苦？
马哲的回答很简单：我要深入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创造
独特的艺术。

数十年来，马哲一直坚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并
注重适度汲取西方绘画精髓。他用西画的造型在柔软的宣
纸上细致地刻画所见、所闻、所感的生活。他满腔热情地
深入到生活中，去理解和体会一切新生事物，培育出来自
灵魂深处的感情，然后通过构思和构图，用传统笔墨和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传达出他深邃的思想和艺术意境，这使
他的作品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难怪有专家评论说，马哲的画巧妙地将国画的笔墨情
趣、西画的光影
色彩以及民间艺
术的朴素真挚糅
合在一起，形成
了生活气息浓郁
的自己的艺术风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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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536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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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哲近影

习仲勋在陕北

小雨过后

大山之子（全国劳动模范韩树平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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