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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把丹青染夕阳
——贺圣思的艺术人生 ◎ 特约记者 陈晓敏

致敬宁波文艺家③③

本栏目由宁波市文联主办

江南游报承办

人书俱老，最适合形容贺圣思的书

法。梅山晒盐22年，报社码字19年。退

休后“半路出家”才开始创作，却成了业

内公认的文人书画家，日前他获得宁波

市文联颁发的书法类文艺成就奖。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我不是书法家，

我只是书法爱好者”。他给书斋命名“三

戏堂”。三者：书、画、印。“戏”，意谓“游

戏”，即“游于艺”，以轻松自由的心态去

写字、画画、刻印。

他的画，拙朴而充满情趣，以写意的

艺术手法，表现出物象的内在神韵。他

的书法苍劲自在，有着笔意相连之外的

生动气韵。

爱好书画
栉风沐雨造就文人骨

贺圣思的父母都是老师，哥哥姐姐

也很早就出去教书了，他是家中最小的

一个。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他从小就

爱看书，印象最深的是《红楼梦》。

书画是贺圣思从小的爱好，他回

忆：“说起书画一道，倒是真的天生有

缘。七八岁时打好格子照着样子描‘总

理肖像’，在学校一炮打响，之后又甩开

手脚临摹《戮力同心》宣传画，据说也蛮

像样子。”

“后来上中学，受美术老师影响，开

始爱上中国画。齐白石、吴昌硕、八大山

人、黄宾虹等是我一路走来的私淑导

师。与此同时，我还临习《散氏盘》《张迁

碑》《礼器碑》《石门颂》及颜鲁公、黄庭

坚、何绍基等名家名帖；学习玺印、汉印、

浙派印等篆刻经典。只是整体学习过程

缺少系统理论引领，没有具体老师指导，

常常是胸中有意，笔下乏技，故而作品产

出甚微。”对此他还是颇为遗憾。

高中毕业后在宁波梅山盐场劳动，

海岛的生活是艰苦和枯燥的。他每天收

工回来或下雨天不出工，贺圣思就窝在

床上看书。不能画画写字，他就偷偷地

搞篆刻，一把小刀，一方印石，成了他情

感的宣泄口。那时候，别人的床铺是向

外搭的，他的是朝里的，挂着蚊帐，床里

搭了一个小小的三层简陋书架。

他刻过一组“红梅赞”的印章，哥哥

贺圣山在上海工作，认识一些书画界的

朋友，把印花带到著名篆刻家钱君陶先

生那里。钱先生认真批改圈点，批语说

学印不要学齐白石，要学汉印，于是，他

开始学汉印。说起来，钱先生算是他未

曾谋面的老师。

1973年，梅山海塘被冲，那些书和留

有钱先生批语的印纸都被海水冲走，他

心疼得好几晚睡不着。那个时期存留下

的印不多，没有被磨掉的都散落在了以

前的梅山同事手里。

贺圣思从未学过油画，就去向别人

请教，描着格子画，其中一幅油画两米多

高。“那对我来说，是一种锻炼。”他说：

“我没有老师，但又全都是我老师，我喜

欢的书画家都是我的老师。”

淡泊随和接地气的
“贺伯伯”

当时，周律之老师在市文化馆工作，

时常跑到各地市文宣队指导工作，就这

样，他们渐渐地就熟悉了起来。

1980年，《宁波日报》复刊，周律之老

师请他到副刊工作。“到报社以后，市里

的书法活动我不参加了，像我这样能到

报社来是很不容易的，我很珍惜。”接着

就是 19年的报人生涯。1984年，他接周

律之老师的班，担任宁波日报副刊部主

任。

1992 年，《周末》创刊，他被点将；

1995年《宁波晚报》创刊，他又去晚报，那

一年，他已经 57岁了。退休后，他又担

任起打造晚报副刊、培养编辑的重任。

谈到在报社的工作，他说：“在报社

副刊基本上是编辑别人的文章，后来我

开了一个栏目，豆腐干大小，是对之前几

期发表在副刊上的小说、散文谈谈自己

的感想，写写小评语。”

在报社，贺圣思被称呼为“贺伯伯”，

这得益于他的“接地气”。他是个淡泊随

和，亲和力很强的人。

当被问到在梅山盐场，每个月工资

是不是都用来买篆刻用品时，他哈哈一

笑：“那也不是，自己也要生活的。那时候

工资十七块钱，一块印石就几毛钱，还可以

不断磨掉反复刻，当然是最省钱的。”

池鱼思渊，倦鸟归林。今年贺圣思

已经85岁，退休20余年了。他回忆起自

己退休后的书画生活，刚退休时“哎呀，

开心，终于空下来了，就一直按照自己的

想法写，按照心情宣泄。写了很多之后

发现书法需要笔法，就开始临帖。临帖

是书法的基本，连名家都要临帖。网上

搜对我口味的、喜欢的帖就反复临。多

自由！”

因为只是自娱自乐，所以没有心理

负担，放得很开。一次，宁波市政协联谊

会举办画展，姐姐贺圣参是联谊会成员，

邀他也参加联谊会，并带作品参展。拗

不过姐姐的面子，他创作了几幅画。画

家何业琦、陈承豹看后，很是诧异：贺伯

伯居然会画画，而且画得不错。这时，

省里评奖，他们把他的画作送去参赛，

没想到，居然获了奖。“我想，评奖一般

都是圈子里的事，没想到，我这个圈外

人居然得了奖。作品得到肯定，我很受

鼓舞。”

书画也给他的家庭带来高雅的情趣

和融融的欢乐。哥哥贺圣山是上海市民

用建筑设计院离休干部，其书法学赵之

谦，工作之余还长期坚持治印，在沪上书

画界有一定名气。姐夫陈立言离休前是

军中秀才，写出来的字也如军人一样严

谨、有力，入木三分。逢年过节大家聚会

时，铺开桌子写字画画，相互评赏，怡然

自得。姐姐贺圣参也被感染，离休后自

然而然地提起毛笔学画画了，十年潜修

后画技大长。儿孙辈中也有喜爱翰墨丹

青的。

2011年，一场充满浓郁亲情的“一家

子书画作品展”在月湖高丽使馆举行，三

代人共舞笔墨，传为佳话。“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恰似神奇的精神黏合剂，它把

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和美，

更加充满情趣。”贺圣思动情地说。

贺圣思现在用在书画爱好上的时间

大部分是在做完家务后，“早上夫人买

菜，我写一会字，中午我烧菜，睡午觉起

来有时间也会写，晚上情绪高的时候也

会稍微写一点。”

关于这次获得宁波市文联颁发的艺

术类书法成就奖，他谦虚道：“感到很突

然，根本没想到，我在书法事业上没有对

社会做出贡献，受之有愧。”

“不过，老年人怎样在晚年充实自己

的文化生活，这我是很专业的”他幽默

地说。在他书房中还挂着一幅别人画他

的木刻漫画像，贺圣思笑着说：“这幅画

简单几笔就画出我乐天派的性格，尤其

是这露出来的一排牙齿，我非常喜欢。

临创合一
率意笔墨文人书画

贺圣思写书法讲究临创转换，意思

是不能仅仅临帖，临帖到一定程度后要

有自己的创作和想法。“我临摹颜体，气

势恢宏凛然，临着临着我就想到了鲁迅

的《记念刘和珍君》，我就把‘苟活者在淡

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

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写进去，其中

对反动政府的愤慨、刘和珍的斗争精神，

跟颜真卿的气势是一样的。”

例如颜体，结构方正茂密，笔力雄强

圆厚，气势庄严雄浑，不以重心欹侧取

势，不以左紧右松取妍，是贺圣思最喜爱

的，“颜真卿博大浑厚，体现了精神世界

的正大气象，我学他的字是领会他的精

神世界。”

再如贺圣思临习徐渭的草书，他说：

“就跟乱码一样，表达了一种不得志、不

得意，我用他的这种感觉配上二泉映月

的曲子，用徐渭的草书来表达阿炳的遭

遇。”

文人画也是同理。对于大家公认的

“文人画家”的称谓，贺圣思的体悟是，善

于驾驭文化综合修养，寄托人文情怀、蕴

含高雅情趣的画可以叫作文人画。在他

笔下，一只粗陋簸箕中装着兰草、翠竹，

“四明春色三千里，且用簸箕背下山”，自

有一种恬淡深远的意境，恰似陶渊明的

田园意趣。

中国文人画是写意的，需要激情与

灵感，有触动时几笔就能成画。贺圣思

说，前些年会出去看展览、采风等等，看

到好的展览或者采风时遇到美的花鸟树

木，他就会以书法的笔触去表达这些物

象，重墨趣轻色彩。运用墨干湿浓淡浑

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

绚丽的自然。（注：实习生 王周雨虹 程雨

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者按：今年6月，宁波市文联12个文艺门类奖隆重出炉，在文学、戏剧、音乐、舞蹈、书法、美术、摄影、曲艺、民间文艺等9个门

类共评出10名成就奖获得者。本报将对这些在宁波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文艺家进行逐一报道。本期推出

第三篇宁波市书法奖成就奖获得者贺圣思的人物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