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位父亲当年抓拍，并被精心保存的照片：1982 年国庆的天安门

广场，在熙攘的人潮与欢愉的氛围中，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静静地坐在

广场中央，正在聚精会神地用铅笔描画着宏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

小男孩在前一天跟随父亲来到北京，已经开始美术学习的他，走到哪

里都习惯用速写记录自己看到的场景。然而，当时的小男孩和父亲都没有

想到，数十年以后，他画的巨幅领袖肖像，将矗立于天安门广场之上，他也

将成为中国最高美术学府——中央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央美）的教授。这个

小男孩，名叫贺羽。

筑梦

梦想是心灵的翅膀。还在孩提时代，贺羽就有一个画家梦，几岁时就在

其父亲也就是湘籍著名画家贺安成的悉心引导培养下，开始了学画之路。

父亲的老师，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在观赏贺羽童年泥塑作品时就说过：“黄

泥可塑，孺子可教，未来可期也。”今天，贺羽已经在中央美院执教多年，并

成为我国当下继承写实油画风格的新一代中青年画家代表。贺羽的成功，

印证了他的梦想，而解读贺羽之梦，则须从他的青少年乃至童年时期说起。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贺安成夫妇育有二子，长子贺奕也学过一

段时间画画，但考虑到他更有文学天赋，且学习上相当优异，父亲也就顺应

了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次子贺羽早慧，不仅文化课十分全面，同时兴趣广

泛，喜爱阅读，对于自然科学也有浓厚兴趣。经过细心观察，反复权衡，贺安

成认为贺羽更具绘画潜质。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一点，他甚至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家庭笔会”。贺羽

小学二年级时，贺安成特意邀请几位朋友的同龄孩子，还有贺羽的同学到

家中，以一只造型古怪精灵的陶制小狐狸为静物，进行写生和默画的测试。

贺羽的绘画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孩子。11 岁那年，贺羽还参加了一个全国少

儿美术作品展并获了奖，这也更坚定了贺安成培养他学习绘画的信心。

1982 年国庆节前，尽管家庭经济并不宽裕，贺安成还是决定带着时年

11 岁的贺羽前往北京参观游玩。也正是这次旅程，成就了本文开头的那幕

场景，让贺羽与天安门广场结下不解之缘，也为他埋下了实现画家梦想的

“伏笔”。往后几天，贺羽还到王府井参观了央美。在教室里，贺安成为他拍

照留念，还问他：以后想不想来这里上学？贺羽坚定地回答：“想！”

北京之行，不仅开拓了小贺羽的视野，更大大地激发了他绘画的热情。

次年，位于奔龙湖畔的株洲市群众艺术馆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展览——《贺

羽画展》，这可以算是贺羽的第一次“个展”，在人头攒动的展厅，许多家长

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学习。当时的株洲市委书记李照民也拨冗前往，饶有兴

致地观看了贺羽的画作，并鼓励株洲的小画家，早日成为大画家。一直到很

多年后，不少贺羽的家乡朋友都还记得这次展览。

小学毕业的贺羽以优异成绩考入株洲市二中。作为当时湖南省名列前

茅的重点学校，二中给贺羽带来的学习压力不算小。而贺羽在抽出大量时

间画画的同时，还保持了中上水准的学习成绩。初中毕业时，贺羽被中央美

术学院附中录取。那一年，央美附中南方考点设在长沙，南方十一省有近百

名考生参加了考试，最后录取了三人，贺羽就是其中之一。从此，贺羽的人

生与艺术之路也翻开了新篇章。

刚进附中的第一年，贺羽的专业成绩并不突出。一年级结束，贺羽回到

株洲，那一个暑期他画了足有几百张速写，经过那次“饱和训练”，贺羽一举

扭转了专业学习上的低迷，他的专业和文化成绩都在班上处于领先位置。

以后多年坚持苦练写生的基本功，更让贺羽绘画的功底如虎添翼。

央美原副院长、当代艺术家徐冰先生说过：“素描训练，不是让你画像

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成一个精致的人，一

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让你成为一个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中明察秋毫的人。”贺羽就是这样一位训练有素、深谙素描真谛的人。附中

毕业后，贺羽顺利地考入了央美油画系第一工作室。那时靳尚谊先生作为

央美的院长兼任第一工作室主任，不管工作多忙，每周都要到教室看看学

生们的画。1991 年，贺羽的石膏素描《摩西》获得了当时学院素描年展的一

等奖，入选全国艺术高校在校生优秀素描展并获奖，还获得吴作人国际美

术基金会奖学金。当时靳先生称赞《摩西》是第一工作室自 1978年恢复招生

以后第一张五分的素描作业。也是这张素描，让靳先生看到了贺羽优良的

造型基础与艺术素质。

名师出高徒。贺羽的成功，与他的导师——我国著名油画家和美术教

育家靳尚谊先生的慧眼识珠、悉心栽培密不可分。贺羽是屈指可数的从本

科到研究生、博士都跟随靳先生学习的央美人。贺羽在写实油画领域追求

的审美方向与精神内核也与他的老师靳尚谊先生非常贴近。从这个层面而

言，贺羽被称为靳先生在学术思想与艺术理念上的传承者并不为过。

2013 年，靳先生八十华诞时，贺羽将自己精心创作的靳先生铜质浮雕

献给了恩同再造的导师，浮雕背面刻着第一工作室所有毕业生的名字，这

既代表了油画系第一工作室对导师的敬意，也承载了贺羽对恩师的感激。

也许是对贺羽家乡早有所闻，亦或是机缘巧合，今年 5 月 31 日，《靳尚谊素

描研究展》在株洲美术馆隆重开幕。这一具有天花板级水准的美术展览，也

为随后在这里举行的贺羽油画作品展搭建了高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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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画画的贺羽

1982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画速写的贺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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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月，九十高龄的靳尚谊先生亲临贺羽工作室，指导《笃行

致远——贺羽油画作品展》回株展览工作

归梦

贺羽，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1971年 6月生于湖南株洲

市，毕业并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师从我国著名油画家靳尚谊先生，

是当下继承传统写实油画风格的

中青年艺术家代表。作品多次参加

国内重要展览，并为中国美术馆、

首都博物馆、中央美院美术馆等多

家艺术机构收藏。多次在国家庆典

中承担巨幅领袖像的绘制任务，广

受社会关注与好评。

据悉，《笃行致远——贺羽油

画作品展》将于七月在株洲美术馆

隆重开幕。

2004年，贺羽到巴黎的国际艺术城进修半年。

能面对着西方大师的原作进行沉浸式观摩与学

习，是无数中国画家的梦想，贺羽在这半年里像海

绵一样贪婪地吸收着西方绘画的营养和精髓，也

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6 年，贺羽从美院附中调入大学部工作，

成为央美造型基础部第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广博的专业知识储备，深厚的素描写生功底，高

超的绘画技能，为他追逐梦想、实现人生价值提

供了无限可能。作为央美的优秀教师，贺羽在央

美造型基础部承担的色彩课程被列为首批“国家

一流本科课程”，并多次获得学院与北京市的优

秀课程奖。2023 年，贺羽荣获了北京市教育系统

“教书育人先锋”的荣誉称号。

2009 年，欣逢建国六十周年。这年 4 月，央美

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推荐油画专业老师承担为国

庆阅兵与群众游行绘制党和国家领导人巨幅画

像的任务。贺羽抱着一试的心态参加了评选。直

到 8 月中旬，他才得知自己已被选定为主创画

家。经过紧张构思与绘制，贺羽仅用二十多天便

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

2016年，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先生诞辰 150 周年，贺羽再次接受并圆满完成了

为国庆节绘制天安门广场孙中山先生画像的任

务。这幅巨幅画像高 5.8米，宽 4.8米。巨幅人像最

难的是对形体塑造与人物特征的把握，在正常尺

幅上可以做到的造型和体积感放大到巨幅画面

时容易走样或失控。贺羽凭借长期积淀的造型修

养与概括能力，在巨幅画像中不仅画出了厚重饱

满的造型，同时领袖人物神态庄重肃穆，目光深

邃凝重，非常符合领袖与伟人所应有的形象设

定，使观众能感受到一种立体感、真实感和亲切

感，满足了观者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这也是贺羽

画的巨幅领袖像深获各界好评的内在原因。

由于贺羽工作过于投入，每天在升降机过度

攀爬劳累，2016年国庆节后不久便因神经末梢炎

叠加严重的滑膜炎而行走困难，严重时甚至无法

站立，在家休息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慢慢恢复。在

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贺羽仍凭着顽强的毅力默默

作画，一幅表现娄山关大捷的毛主席巨幅油画

——《雄关》悄然诞生并被中国美院美术馆收藏。

2019 年，在国庆 70 周年的盛大庆典中，贺羽

又一次肩负起光荣使命，他精心绘制的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巨幅画像再度亮相国家庆典和群众游

行的队列中。贺羽再次收获有关部门的肯定与社

会的好评，也为央美争得了荣誉。

诗言志，画写心。贺羽不仅在肖像画创作领域

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些年在风景画领域也同样硕

果累累，他的《雨歇》《宝塔山》《老牛湾》《库尔德宁

写生》等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央美美术馆等多

家艺术收藏机构收藏。

2015 年，在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贺羽举办

了他的个展，获得了很大成功。著名美术理论家、

央美教授邵大箴先生撰写的展览前言，标题为

“寓学养于功力之中”。当时《深圳特区报》以“传

统写实油画的坚守者”为题，在显要位置对贺羽

进行了较长篇幅报道。贺羽作为央美培养出来的

新一代中青年油画家代表，在艺术价值观多元化

的今天，在图像技术带来强烈冲击的当下，始终

秉持他的师辈们关于油画艺术的基本理念与精

神内核。同时，贺羽高度重视对传统油画语言的

学习与研究，认为画家油画语言的深度决定了其

作品在艺术表现力与审美内涵方面的厚度，主张

在“师传统”“师造化”“师吾心”三者之间寻求平

衡与共生。

父亲的严格要求和自己矢志不渝的梦想追

求，使贺羽从小就特别重视基本功训练，练就了

一套超乎众人的抓形快、感受准、观察细的过硬

“童子功”，这也是他的素描作品在今天的美术教

学领域广为传播的原因。贺羽在教学中也始终强

调严格的基础训练。他认为基础训练是美术学习

的核心，而基础训练必须围绕观察方法的培养来

展开。他重视写生的意义，反对在基础训练中滥

用照片。今年 5 月，贺羽在浙江《美术报》上发表

文章——《也谈素描教学与传统画种下当下困

境》，引用了作家莫言关于“文学不会随科学进步

而消亡”的论断，提出“我们自己的眼睛和大脑，

才是加工图像最犀利的工具”的观点，主张“绘画

也和文学一样，拥有历史所赋予的尊严，我们要

把这份尊严留存到未来”。

对于中国几代油画家来说，新疆是重要的采

风和创作基地。和刘海粟十上黄山一样，贺羽对

新疆的人文与风光也是情有独钟，曾数度到新疆

进行写生与讲学。2022 年初，由于他在写实油画

领域的深厚造诣与学术声望，新疆艺术学院（以

下简称新艺）特聘贺羽为美术学院院长，任期两

年。文化润疆，义不容辞。上任之前，贺羽便提出，

不要任何援疆干部待遇和学院给予的照顾。在统

筹做好新艺美术学院教学管理的同时，贺羽还为

自治区的美术教育做了很多工作，多次在新疆美

术馆、新疆文化馆进行学术讲座与教学示范。同年

夏天，贺羽还在新艺美院主办了一期面向新疆高

校教师与油画工作者的高级油画研修班，获得广

泛好评。学员们反响热烈，都认为这是新疆地区近

年来具有高质量的一个油画研修班。两年挂职期

满，新艺专门致函央美，高度肯定贺羽有效助力了

新艺美术学院的内涵建设和新疆美术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也对贺羽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

追梦

月是故乡明。对于画家贺

羽而言，这轮明月也承载了他

深切的思乡之情。尽管他十五

岁时就前往中国美术最高学府

求学深造，并在那里辛勤耕耘

三十余载，但故乡的风月、山水

一直萦绕于怀，潇湘的灵气与

湖湘的文化亦如清泉一般始终

浸润着他的心灵和画作。

随着岁月流逝，贺羽思乡

之情更切，他也频繁地回到这

片熟悉的土地。当株洲美术馆

热 情 邀 请 他 回 家 乡 举 办 展 览

后，贺羽精心挑选了 50 余幅人

物 肖 像 和 风 景 油 画 。他 表 示 ：

“这次展览不仅是我对家乡的

一次汇报展，也是职业生涯中

的一次重要的阶段性总结，更

是我向父老乡亲、朋友表达感

恩之情的一次聚会。”

对 于 贺 羽 归 乡 举 行 油 画

展，央美掌门人林茂先生以新

任院长的身份亲自撰写展览前

言。他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贺羽

作为央美优秀教师，在教学与

创作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同

时高度肯定了贺羽多次承担国

家重要庆典中领袖像的绘制工

作，为央美争得了荣誉；在支援

新疆美术教育与文化建设中，

贺羽也展现了一位优秀艺术家

的社会担当与家国情怀。

贺羽的每一个梦想，都有

一个追求的目标。他在不断追

求的同时，又在构筑新的梦想。

采访中，贺羽曾感慨道：“中国

人学习和实践西方油画，这是

一 项 跨 越 百 年 的 民 族 文 化 工

程，我希望能像我的老师一样，

为这项伟大的工程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贺羽深知，艺术的道路永

无止境，最好的作品永远在明

天。如今，归乡之梦已圆，贺羽

再次背负画囊，手持画笔，从株

洲这个原点出发，一边欣赏沿

途的风景，一边将美景描绘于

画布之上。他将继续追求艺术

的真谛，与伟大的时代同频共

振，笃行致远……

《宝塔山》 60x86cm 2023 布面油彩

《女建筑师》 80x57cm 2018 布面油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