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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术历史来说，贺慕群这个名字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缺失”。

很长时间里，在国内美术界的活动中见不到她的身影，她在海外的艺术活动消息也因为封

闭时代的关山阻隔未能传递回来。真正的艺术固然不会因历史的遮蔽而褪去光采，但却会

让人失去及时观赏与交流的机会。好在时代转换，国运昌盛，贺慕群老师于晚年回到了祖

国，她和她的艺术开始为人所知所识。继她的展览在上海美术馆等地举办之后，这次在中

国美术馆举办她的画展，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欣赏她的作品，也得以接近她的心灵世界，

这可谓一种历史的获得和发现。 

  贺慕群早年即旅居海外，从巴西到巴黎，几十年来她坚持不懈地在自己的艺术之路上

行走和探索，并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实际上，贺慕群选择的是一条寂寞而弥显寂静的艺术

道路，因为没有同行的道友而显得寂静，她就像一个孤独的“行者”，沉潜于自我的艺术

理想，默默地耕耘着自我的艺术世界，但是这种对艺术执着的、一如既往的坚持和追求都

是可咏可叹的！细观她的作品，方能够体味到一个女艺术家寂静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对世界

万物特殊的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式，同时又能感受到她笔下生命的形与色，当然她的艺术风

貌也陡然显现。 

  从贺慕群早期的作品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才华早露并有着极高艺术天赋的画家。在现存

属于 1950—60 年代的人物速写和水彩作品中，一种极富表现力的线条和混沌敷染的色彩

体面相结合，画得何其放松、大气、不俗，完全是大艺术家手笔！她能够紧紧抓住对象的

动态，可见她对于生命形式的极度敏感和不受教条拘束的感性表达，特别是线条和体面两

种语言因素的灵活运用，更奠定了她艺术整体上的表现主义趋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

表现风格渐次从外露走向含蓄、从奔放走向凝重、从流畅走向坚实，最终形成了自成一家

的结构式表现主义风格。 

  贺慕群艺术感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她传达了自己对生命世界的独特感受和体悟。她是

一位不断向内心走去的画家，敏感于现实的喧闹，却对现实作冷静的观察，用自己的画笔

构筑起一方与现实关联但避世超俗的精神空间，并且长期地驻守在这个空间里。她的人物

画表现的多是都市的一角，在那里，普通的人物以平凡的状态生活着，呈现在她的笔下的

只是一些朴素的身影。她的代表性主题是静物，一块面包、一个南瓜、几个苹果、数只香

蕉，这些在生活中不被关注的“静物”，却成为栩栩如生的生命代言人。生命赋予她一双

特殊的观察世界的眼睛，而她又将我们带入她所描画的生命的世界中。在我看来，贺慕群

老师正是以生命的自觉画出了生命的本质，她这种对景物的描画也即是荆浩所说的“画者，

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那些被放大的静物似在言说着生命于开花、结果并落华成为成

熟果实的真谛与自豪，画家用近观的方式传达了自己与它们同在的生活状态和与它们对话

的生命需求。“画”与画中之“话”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织成一种视觉欣赏和感同身

受的愉悦。那些有意味的“玩具系列”更能见出贺慕群老师笔下静物所特有的灵动的生命



气息。在她的眼中，玩具亦生存于属于自己的世界。“玩具系列”的表现方式一如她的

“人物系列”，画家试图清晰地描画自己观察到的这些事物，但呈现给我们的却是模糊的

图像。画中的“人物”或者背向观众，或者低头沉思，是生命的团块和坚定的存在。相对

于静物和人物系列，贺慕群老师的少量的几张风景画却是另外一番气象——寂寥的窗外，

白云在浮动，大树在呼吸，椅子在说话，没有人群的骚乱，也没有繁杂的喧嚣，没有人作

为主角的世界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这些风景就像生命中与我们蓦然相遇的某个场景，寂

静而感人，因此能够深深地打动观画之人。这不仅是一位女性对生活和生命细腻的感怀，

也不单是一个画家对生存环境的遐思，而是她艺术之旅中不凡的思考和行走的痕迹。 

  我们很难一一读解贺慕群笔下每一幅作品的初衷，也很难揣摩她在那些十分寻常的花

卉、瓜果和风景面前的实际心情。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除了对自然生命的挚爱之

外，在面对寻常事物的时候，她的心灵和情感一定处在一种超越性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

在描绘现实物象之时，她的感受绝不只是对眼前物象的感受，而是一种对超越现实的大爱

情怀。她在用笔、色、形、线塑造物体之时，塑造的是一种情境，追求的是一种心理和情

感的归宿。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她为什么能够几十年重复地面对屈指可数的几类物体。

对于她来说，这些物体是一种永远不会衰老也永远不会褪去生命光采的精神象征。在西方

现代艺术史上，凡• 高专注于来自大地的向日葵，莫兰迪专注于画室中的瓶瓶罐罐，都被

视为精神的楷模。前者热烈，后者冷峻，都是表达生命情态的感人方式，都能让人生发共

鸣。贺慕群老师的作品，就兼有这两位先贤的方式、气质和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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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她旅居海外的艺术生涯，饱

含了中国画家在直接与西方艺术文化碰撞的遭遇中求思自立的艰辛探索，值得作展开和比

照的研究；她的风格形成特别是风格中的西方现代艺术形式来源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的渊

源，也值得作深入的探究；更何况她的人生往事和今事本身，就有许多可以描绘的故事。 

  我要特别提及并真诚感谢的是，在贺慕群老师的画展于北京举办之际，她将她的一批

作品捐赠给了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此举充分体现了贺慕群老师为人风格的清明

淡泊和乐于奉献社会的高尚境界。在今天艺术市场日见兴盛、艺术品价格急剧攀升的形势

下，她的这种奉献精神尤其显得超凡卓立！这就象她用真诚的心灵温暖着她所画的生命形

象一样，她的艺术也将温暖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