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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超脱，绘画伴行。少小乡愁，跌宕
起伏。携艺省亲，游子归来兮！”2012年回乡办
展时，宁波美术馆以这样的欢迎辞致敬贺慕
群。近日，记者与时任宁波美术馆馆长韩利诚
谈及贺慕群时，他明确表示：“可以这么说，贺
慕群是宁波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女油画家。”

1965年，贺慕群为追求艺术理想来到法
国，并在巴黎生活和创作达37年之久，她以自
身的奋斗和过人的才华，在这座世界艺术之都
赢得了自己的位置。她还声名远播，在国际艺
术圈获得了充分的肯定。然而在国内，很长一
段时期里，了解她的人并不多。即使在她的家
乡宁波，知道她的人也是少之又少。记者询问
过宁波油画圈中的数位画家，熟悉贺慕群的寥
寥无几。

好在最近二十几年来，贺慕群的大量作品
在国内各大美术馆、艺术空间展示，国内艺术
界对她的认知正在逐渐加深，关于她个人艺术
历程及绘画作品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拓展和深
入。

比如上海美术馆，就曾于1996年、2002
年、2011年先后三次举办她的个人作品展。这
种情况，在上海美术馆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
的。此外，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北京今日
美术馆、北京AYE画廊等，也多次为她举办过
画展。

2012年，宁波美术馆的展览名称为“游艺
归澜——贺慕群艺术展”，是对她艺术生涯各
时期风格的一次集中回顾，共展出104幅作
品，包括她盛年创作的油画、版画力作和晚年
新作，还有一批珍贵的早期速写、素描、色彩小
稿等纸本作品。遗憾的是，彼时老人年事已高，
加上有病在身，未能亲自到场。

当时，宁波美术馆的韩利诚和宋文翔先
生在撰写的展览前言中表示，贺慕群女士虽
然在艺术思想上受到巴黎自由艺术之风的熏
染，喜爱无拘无束的表现，但她在创作上并不
追随所谓的时代风潮，反而是静守一隅，回归
心灵，深入到绘画的本质，以独特而凝练的具
象表现手法描绘现实生活中朴实无华的事
物。静物、人物是画家最常表现的题材，面包、
蔬果、生活用具、劳动者、孩子、画家自己……
这些现实中最普通的物与人，画家以一颗诚
挚与关爱之心来看待，以浓重的色彩、粗犷的
笔触和简约的形式加以表现，使之散发出一
种特殊的生动和内在的力量，“她被许多艺评
家认为是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历史中一个不可
或缺的环节”。

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油画展览正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举行。同时，一个名为“从上海出

发——一百年中国油画掠影”的展览亮相刘海粟美术馆，该展览全面梳理了中国油画的百年历

程，致敬中国油画先驱，并对女性艺术家予以特别关注，通过她们的作品和故事，向观众讲述女

性艺术家在中国油画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女油画家中间，有一位宁波人。1924年出生的她，20岁离家赴上海，之

后去了台湾，又漂泊于巴西、西班牙、法国，直到2002年回国，定居上海，被誉为“继潘玉良后最

杰出的华裔女画家”。她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在中国油画发展演进的长河中，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少小离家的她，始终情系故乡。2012年3月曾在宁波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如今宁波美术馆

珍藏着她捐赠的34件作品，包括4幅油画和30幅版画。

她就是贺慕群（1924-2012）。今年是她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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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贺慕群出生在宁波镇海（今属北仑）一
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是一位乐善好施的
中医，家中藏书丰富，在祖父的书房中，贺
慕群读完了《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
著。她的母亲擅长国画，贺慕群在耳濡目染
之下，逐渐对绘画萌生了兴趣。

抗战爆发，宁波沦陷后，贺慕群全家为
躲避战乱迁到上海，生活日益变得窘迫。为
了分担家庭的困难，贺慕群白天到工厂做
工赚钱，晚上在夜校学习美术。对她而言，
做工是为了养家，学画则是内心的向往。后
来回忆起那段经历，贺慕群说：“我一直有
这样的想法，女人得有自己的事业。”她觉
得那段时间虽然家境贫困，但因为有绘画
这个爱好，至少生活还是充实的。

上世纪40年代末，贺慕群去了台北。她
在台北的时间很短暂，1950年即远赴巴西，
在圣保罗一待就是十多年。当时张大千也
在圣保罗，有时会邀她去做客。

不久，贺慕群获得圣保罗最有实力的
SaoLuis画廊的赏识，与之签约合作，并举
办了个人画展。初次办展获得成功后，贺慕
群明确了选择绘画作为自己事业的决心。

从1965年开始，贺慕群定居巴黎，一待
就是37年。在举目无亲的城市当一名职业
画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是艺术中
心的巴黎。一旦画卖不出去，生计便无以为
继。当时贺慕群发现，价格昂贵的油画并不
好卖，倒是版画的销路相对好些。她便开始
学习制作铜版画，熟练掌握技法后，居然很
快打开了市场，贺慕群的生活有了着落，过
上了“以版画养油画”的日子。

此后的无数个日子里，她携带着法棍
面包和矿泉水，在巴黎大茅屋学院如饥似
渴地学习素描、速写和油画，练就了扎实的
基本功。受到后印象派和巴黎画派的影响，
贺慕群的油画形式简洁，追求平面效果，色
彩优雅而略含忧郁，情绪敏感而克制，画面
显得内敛却充满灵性。

一分耕耘终于换来一分收获，贺慕群
的油画开始脱颖而出。在1968年巴黎“妇女
沙龙展”中，她以《玩具系列》荣获桂冠。之
后，她应邀在欧洲各国巡回办展，成为20世
纪中后期在海外获得声誉的屈指可数的中
国女性艺术家之一。

她的努力付出和成功，被同在巴黎的
中国女画家潘玉良看在眼里，并给予了充
分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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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上海市美术家
协会主席的沈柔坚在巴黎的一次交流访问中，
见到贺慕群的绘画，极为欣赏，就邀请她回国
举办个展。1996年，贺慕群作品展在上海美术
馆开幕，受到国内同行肯定的她，也产生了回
归的念头。

2002年，79岁的贺慕群结束在巴黎的生
活，回到国内，定居上海。那年，上海美术馆又
一次为她举办大型个展，展出她从巴黎带回的
作品。因为有别于国内油画风格，贺慕群的“横
空出世”，给了当时的画坛以巨大的惊喜。

2005年上半年，贺慕群曾回到家乡宁波，
参观了老外滩和正在建设中的宁波美术馆。据
现任宁波美术馆馆长张维萍回忆，当时她与宁
波方面相约，以后要来这里办展。

2007年9月，贺慕群艺术展在中国美术
馆举行。开幕式上，她见到了老友冯法祀、孙为
民、庞熏琹和丘堤的女儿庞涛，时任中国美术
馆馆长、现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给予了热情洋
溢的评价，认为“无论在作品风格还是内涵上，
贺慕群的艺术都为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中国
美术增添了独特的篇章，从而使她成为一位属
于艺术史的画家”。

2011年，上海美术馆第三次为贺慕群举
办了规模盛大的回顾展。低调的她执意不开新
闻发布会，直到开幕当天，人们才得以见到这
位皮肤稍黑、头发花白、充满艺术气度的老人。
虽然是那场活动的主角，但开幕式上，她还是
未发一言。

开幕式后，上海媒体这样报道：也许对于
以画代言的长者来说，任何的言语都是多余
的，展出的150余幅心血之作，已经说明了一
切。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在生活中，贺慕群是一
个朴实坦荡却不善言辞和交际的人。她与媒体
始终保持着距离，从老人近乎吝啬地透露出的
些许概要性的人生片段，我们才得以瞥见她漂
泊无定的人生和变幻传奇的命运。

“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表现艺术家的
思想和感受，我画我熟悉的、每天都能看到的
东西，它只是我思想的载体。”这是贺慕群对油
画的态度，从走上职业画家这条路开始，她就
一直这样实践着自己的艺术主张。

贺慕群践约在宁波美术馆办展，是2012
年3月至4月。她的生命，也定格在了这一年。
冥冥中，这既是赴7年前的那场约定，也是她
对家乡的深情回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贺慕群的名字，不应
该因她的沉默而被人遗忘。这位了不起的宁波
女儿，尤其值得家乡人民铭记。 记者 楼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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