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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3日在公司开会时遇到刘淼

总，他带给我一本厚厚的画册，这是由著

名的水彩画家关广志先生的哲嗣关乃平先

生编的“北京画院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

学术丛书”之一，书名《灿然天地》，副

题是“关广志绘画艺术研究”。该书由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11月出版，全

书共355页，收入了关先生的水彩画作62

幅，铜版画作16幅，另外还有学术和回忆

文字、关先生年谱等内容。

除了得到好书高兴以外，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我从高中到大学，一直是关广

志先生水彩画的崇拜者，我这样讲是因为

有画为证。收到画册以后，我就从早年收

藏的各种画片中翻找出了19幅关先生的画

作。除两幅是重复的以外，最早一幅是我

在1955年买的关先生的《北京中山公园》

的画片，由上海人美出版，至今已经67年

了，仍保存十分完好。接着又在1956年

买到了天津人美出

版的三幅画片《颐

和园秋景》《颐和

园》和《中山公园

紫藤古柏茶社》，

1957年买到上海人

美出版的《北海小

西天》画片，这些

画片都是定价5分钱

一张。

最让我高兴的

重读关广志先生
——《灿然天地》读后

○马国馨（1965 届建筑）

是在1957年还买到了关先生的一套画片

共12张，总题目为《江山如此多娇》，河

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了7800套，售价6

角，平均下来还是5分钱一张，所有这些

画片至今都完好无损。在与画册中收藏的

画作对比以后，还发觉我收藏的画片中还

有五幅并未被收入这次获赠的画册之中，

分别是《北京北海小西天》《北海小西

天》《北京北海琉璃阁》《北京颐和园后

山乾隆塔》和《华山西峰》。而且《江山

如此多娇》画片集的出版一事，也未能列

入先生年谱之中。这些画片中现在看上海

出版的色彩还好，河北的就有点失真了。

我把这些一个甲子以前的画片拍照发给

了刘淼总，他连说：“太棒了，太珍贵

了！”并马上转发给了现在日本的关乃平

先生，乃平先生十分兴奋，连说：“太有意

义了，太好了，有历史意义，文物价值。”

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是喜欢关广志先生

《北海琉璃阁》《北海小西天》 《华山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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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的中学生，即使上了大学以后也对关

先生的生平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已经在

我入大学的前一年，于1958年去世。直到

这次看了先生的专集，才知道先生出生于

1896年，满族人，在中学就打下了良好的

中西美术基础，27岁起开始跟随英国女画

家学习，接受严格的素描和水彩训练，29

岁时从沈阳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发表

作品、参加展览、各地考察。36岁（1931

年）赴伦敦，入皇家美术学校学习，去欧

洲各地考察写生。1934年39岁时回国，从

事美术教育工作，先后在北平艺专、华北

工程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等

校教授美术。1953－1954年在清华大学建

筑系任教。

画册中收入了杨付恒先生发表于《中

国美术报》的一篇文章《关广志与清华大

学建筑专业的美术教育》，文中提到梁思

成先生在创建清华大学营建系时说过：

“建筑师的知识领域要很宽广，要有哲学

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

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

察力……但是最根本的是，他应是一位有

文化素养的综合艺术家。”所以梁先生在

建系之初就特别重视学生的美学素养教

育，注重建筑与绘画、雕塑的美学，在当

时的工科大学里，开设有素描、美术、雕

塑（选修）等课程。在大学六年的学习

中，美术课的学时占到总学时的十分之

一，另外还有两周的水彩实习。

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的美术教

研组的教学力量配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如最早的教师李宗津先生（1916－1977）

是油画家，于1947年来清华，他的叔父就

是名画家李毅士。1948年来系的李斛先

生（1919－1975），擅长国画人物。美术

史家王逊先生（1915－1969），1949年来

清华，在哲学系和建筑系主讲美术史，还

有雕塑家高庄先生（1905－1986）等，都

是术有专攻的名家。但后来他们分别在

1950－1952年间先后调往中央美术学院。

所以在1952到1953年间，先是通过院系调

整到清华任教的有关广志和雕塑家宋泊先

生（1911－2012），还有1950年回国的吴

冠中先生（1919－2010）。与此同时又有

一批中央美院的毕业生陆续来到清华，

如较早毕业，在1952年同时来清华的华

宜玉先生（1922－2005）和康寿山先生

（1917－），后来还有1951年毕业的程国

英先生（1922－1967）、1952年毕业的曾

善庆先生（1932－2020）、1953年毕业的

于学信先生（1929－1980）、王乃壮先生

（1928－）、付尚媛先生（1933－）、郭

德菴先生（1930－2022）等人，这样一来

美术教研组的教学力量陆续充实。其中关

广志和吴冠中二先生是留英、留法回国，

而关先生的年资辈分最高，是中国第一代

的建筑水彩画家，所以在1953年以前，清

华建筑系中，美术专业只有王逊、高庄和

关广志先生是教授职称，其他多是副教授

关广志先生和清华建筑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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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讲师。再之后华宜玉先生是1985年、王

乃壮先生是1988年评为教授。再后梁鸿文

先生是1953年入学，1959年留校去美术教

研组，估计是加强对教研组的领导力量。

我们1959－1965年在校学习时，基本就是

这一批中央美院毕业的老师在教我们，他

们原来都是油画、国画、雕塑等专业，但

是为了清华的建筑教育事业，重新在水彩

教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至今为我们

所敬重和热爱。

听说关广志先生来清华后，是王乃壮

先生做他的助手，我特地打电话问了一下

王先生，他已经95岁了，但记得很清楚：

“我那年刚毕业，就让我当他的助教。关

先生的水彩画得很好。那时都六十多岁

了，还每天从城里骑车到清华来给同学上

课。”我还问王先生：关先生怎么才在清

华待了一年？他说可能是到了退休年纪了

吧！王先生还记得关先生的儿子也曾到过

他家里。

对关先生水彩画的印象最初是从《中

山公园》和《天坛》两幅名作而认识的，

无论构图、光影、色彩、技法上都有其独

到之处。在大学学了水彩课以后，尤其是

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展览馆曾举办过一

次英国水彩画展，也感受到关先生对英国

传统水彩技法的继承，特别是威廉·特纳

那种的渲染色彩搭配，透明中稍显厚重的

风格。他在清华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仍为

清华建筑系“水彩画的辉煌成就播下了种

子”。例如华宜玉先生的画风就明显受到

关先生的影响，她的《颐和园德和园大戏

台》是我们在校时她最精彩和成功的作品

之一。另外关先生在颐和园中的许多著

名画作，如《佛香阁》《玉带桥》《鱼藻

轩》《后山》《湖山真意》《远眺玉泉

山》等都是我们后来水彩实习时的标准地

点和角度，以至我一直揣测关先生的这些

作品是不是在清华时为同学们示范的范

作。也正因为这一点，我马上就发现了画

册中一幅画的题目标注错了，把“湖山真

意”标成了“湖天真意”，因为在那里我

就画过两三张画稿，所以至今印象深刻。

此后我也陆续收集了一些有关关先生

学术评论的文章，对关先生的成就和在水

彩画界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水彩是

一个外来画种，从1715年传教士郎世宁来

华教授画画开始，水彩传入中国已三百多

年，在这期间，从外来的水彩到“中国水

《中山公园》

《
天
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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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进程。2005

年中国美术馆曾举办过“中国百年水彩

画展”，后来在2015年初，又举办了“百

年华彩——中国水彩艺术研究展”，梳理

了百年以来中国水彩画艺术的发展历史。

在这次展览中，通过对几位艺术大家——
关广志、李剑晨、潘思同、王肇民、阳太

阳、古元、哈定等人作品的研讨，总结出

他们对水彩艺术语言的拓展和创新，从而

引发水彩风格的不断演进和变革。在美协

水彩画艺委会主任诸迪的文章中写道：

“在这些画家中，关广志与李剑晨是第一

代专业水彩画家，素有‘北关南李’之

称。关广志早年留学英国，是英国皇家美

术学院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在绘画语言

上，他将西方水彩艺术明丽优雅的特点与

中国传统绘画的气韵笔法相糅合，以亚麻

布、原色卡纸和背托宣纸的水彩画纸作

底，用碳铅勾勒轮廓，施以水彩颜色进行

创作。有时为了加强画面效果，他还在水

彩颜料中调和中国画的矿物质颜料和意大

利进口称为‘潘普拉（penpra）’的白色

颜料，从而创作了一批富有感染力和独特

艺术风格的不透明水彩艺术作品。”

杨仁恒先生认为：“关广志先生的建

筑水彩画，一是强调表现建筑物结构的严

谨、规矩；二是强调用色彩表现光影对照

的鲜明、强烈；三是强调艺术整体语言的

运用，点、线、面表现得坚实有力、生

动准确；四是强调对建筑物神韵、意境的

体现，使建筑主体置于协调的优美环境之

中。他的作品格调清新，色彩明媚，具有

鲜明的民族特色，既体现了古建筑的庄重

与沧桑，又不失水彩艺术的特色，深受建

筑学师生的喜爱。”

另一位美术评论家方亮认为：“关先

生对英国传统水彩画法的继承表现为‘缝

合法’，即组织各局部进行渲染块面，然

后形成一个统一画面的技术。作画时为了

避免两种色彩的互相晕染、渗透而形成

败笔，会先留出一条小缝隙，待颜色渐干

后再处理这条缝隙，是西洋水彩画中的特

殊技巧，其作品如《佛香阁》。又如‘纸

上混色法’，即不在调色盘上调色，而直

接在画纸上混色，这样色彩更加自然、不

呆板而富有清晰的特质，作品如《九龙

壁》。又如《天坛》，使用颜料是不透明

的水粉，其画法近于油画，先用色纸形成

基本色调，然后以稀薄、单纯的颜色画暗

部，用厚重、明度高而又覆盖性强的颜色

画亮部。有时还掺以中国画的朱砂、石

青、石绿，使画面更加丰富、响亮。”所

以评论家认为“欧洲风景画对关广志的影

响，技法与理论层面多于文化层面”。他

的水彩“还保留着中国画传统的用笔与特

定的图式”从而“努力建构属于中国味道

的‘东方色彩’的水彩画，这实为中国画

家践行西方艺术（水彩）本土化、民族化

的重要一步”。

关广志先生去世至今已经64年了，我

作为一个从事建筑工作的美术爱好者，通

过自己早年所收藏关先生的作品的回顾，

通过自己在清华大学学习时所受到的美术

《佛香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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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笔铭记历史  告慰清华英灵
○田  芊（1970 届精仪）

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多年来，始终与祖

国同行，将学校使命与国家兴亡、民族荣

辱紧密相连，为振兴中华奋斗；始终与时

代俱进，以育人为学校根本任务，造就了

成千上万个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清华

人。在这些清华人中，最令人敬仰的、有

代表性的，是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而英勇献身的清华英烈们。我们应当时刻

铭记历史，永远缅怀可敬的革命先烈。郁

达夫曾经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

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

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清

华党委决定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充英烈

名单，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室

组织编印了《清华英烈谱》，英烈扩充至

65人。他们大多是清华的学生，其中有女

性3人（陶守文、纪毓秀、潘琰）；也有

教师（其中阎裕昌是实验室管理员）。在

他们中间，年龄不到30岁的有48人（占

74  %），其中20岁以下的有3人（孙世

实、缪弘、李鲁连），最小的李鲁连才18

岁；30～40岁的有11人；40多岁的有6人

（杨光泩、阎裕昌、齐学启、杨潮、闻一

多、黄竞武），其中闻一多最年长为47岁。

这些清华英烈们曾经在清华学习、工

作和生活过，然而为了理想与信念、为了

民族和国家，却过早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牺牲在祖国大地这片热土上。清华

英烈们短暂的一生，日月同光，人天共

仰。我注目着他们的遗像，虽然一个一个

面容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那就是年轻，正值青春洋溢之时。冥

冥之中，我想画清华英烈的群像图，留下

我们永恒的记忆和怀念。

为什么想画像？因为我想用图像来记

载历史。还原历史，某些方面图像胜于文

字，因为用文字来描述，即使再准确生动

的语言也只能够描绘出一个轮廓和特征，

远非图像那么一目了然。虽然图像照片，

只是记载了历史的局部和瞬间，但图像是

最直接、直观地反映出历史原貌，是最生

动、形象的历史记载。

20世纪以来，历史更多地被记录在图

片影像里。我认为，照片是一个“有限的

空间”，但是让许多短小的历史空间变成

无限；摄影是一种“瞬间的艺术”，可以

让许多真实的历史瞬间变成永恒。历史

老照片堪称珍贵，因为由这些现存零碎的

图片，能再现已逝去历史的原貌；从这些

业已模糊的图像，能还原已消失历史的清

晰。所以，为了更好地记载清华校史，我们应

教育，时隔一个甲子之后，在当前的语境

下对关广志先生的水彩艺术创作进行再发

现、再认识、再学习，虽十分肤浅，但还

是想通过这样一篇文字表达对于先生的尊

崇和怀念。我想中国的水彩画界会永远铭

记关广志先生，清华的美术教育也不会忘

记关广志先生。最后还要再次感谢关乃平

先生赠我画册，这将和六十多年前的画片

一起成为我对关先生永久的纪念。

2022年6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