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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1913—1975），出生于安徽安庆，祖籍寿县，1931 年进入南京国立

中央大学艺术系，1935 年中央大学毕业，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孙多慈描集》。

大学毕业初时，孙多慈曾任教于安徽省立安庆女子高级、初级中学，在安徽省立安

庆初级中学担任艺术教员。抗日战争初期，她短期任教于广西省中等学校，担任暑

期讲习班风景静物讲师，后因战乱避难于浙江丽水，任教于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级、

高级中学及师范学校，担任图画教员。1948 年抗战胜利，她返回浙江杭州，任教于

浙江省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专）。1949 年随家人迁居台湾后，她进入台

湾省立师范学院 ( 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 ) 任教，直到 1971 年退休。1963 年孙多慈应

当时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之邀，筹组阳明山华冈的中国文化学院美

术系，出任筹备期间暨第一届之系主任。

孙多慈在南京中央大学受业于恩师徐悲鸿，追求“引西润中”写实的表现，奠

定了她稳固的绘画基础，虽是专攻西洋油画，但长期享誉于其精致细腻之素描。除

炭笔（硬笔）人像之外，还尝试以毛笔水墨创作人像素描，而其油彩风景写生作品

则代表了她向大自然取材的师承。1935 年孙多慈计划申请公费赴法留学，业师徐悲

鸿出面，央请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作序，由中华书局舒新城协助，为甫出校门的孙

多慈出版了一本玻璃版精印之《孙多慈描集》，描集之出版诚为震惊当时艺坛之创举。

前言



在校学习虽着重于西洋油画，孙多慈课余仍钟情文学，对古文诗词和书画多所

涉猎，“盖广泛神秘之造物，乃无尽藏之画材，足资撷取；取而纳诸玄思妙想之中，

熔冶之以成艺，夫而后博大精深，游行自在”……余暇跟随余绍宋（樾园）先生（1882—

1949）习山水，力行恩师“尊崇自然，以造物为师”的理论，将传统西画的色彩和

传统书画的笔势结合，作品有另一种不同凡俗的优雅气质，呈现了水彩的润泽和水

墨线条的苍劲。

1949年孙多慈从大陆迁居台湾之后，任教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改为“台

湾师范大学”），廿余年间，孙氏携带作品赴国外展览，发表专题演讲进行文化交流，

并现场挥毫。是以 20世纪 60 年代之后，孙多慈逐渐改用毛笔水墨创作。

孙多慈锲而不舍，终身以追求艺术的真理为志向，她半生贡献其艺术生命于教

育界，在学院教育上展现了她奉献艺术之情怀，虽历经战乱，辗转流离，对艺术“勇

猛精进”所投注之热情却未曾削减。孙氏推动艺术教育，亦热心国际文化交流，两

度获得美国国务院富尔布莱特奖金（Fulbright Grant）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讲学，

并数度携带现代中国水墨作品赴各国展览、演讲，致力于推广中华文化并参与国际

交流，发挥了她艺术教育无形的影响力，且成就了她艺术生命的本质。



序

孙多慈（1913—1975），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女画家，民国美术史上一颗璀璨

的明珠，在画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她出身于名门，慧质兰心，聪颖非常，自幼即

表现出对绘画的过人天赋，且一生对艺术追求矢志不渝。

孙多慈祖籍安徽寿县，寿县孙家可谓书香门第、名门望族。宗族先人，她的叔

祖孙家鼐是咸丰年间状元；而辛亥革命后的安徽都督孙毓筠也是这个家族中的杰出

代表。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博学多识，国学根基深厚，尤擅诗词古文，是早期同盟

会会员。孙传瑗从事教职，因革命活动，1905 年前后来到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曾

在安徽省立安庆第一中学任教，之后短期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既是革命政治家，

又是省内知名教育工作者。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孙多慈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 年，18岁的孙多慈以满分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一代绘画大

师徐悲鸿的学生。很快她的才华让其师赞叹不已，徐悲鸿在为她所作的肖像画上题签：

“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

四年学习期间，孙多慈深得老师徐悲鸿的关爱、指导，其绘画水平更是与日俱增。

1935 年，孙多慈大学毕业之年，即出版了个人画集《孙多慈描集》，引发民众关注。

美学大师宗白华为其书作序，并在序中给予她极高的评价：“孙多慈女士天资敏悟，



好学不倦，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所以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前生与

造化有约，一经晤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

我们此次画展所选的油画《自画像》即是她 1935 年前后所作，当时亦收入她的个人

画集《孙多慈描集》，是她早期油画的代表作。

1935 年，毕业后的孙多慈回安徽，任教于安徽省立安庆初中（即是当年其父孙

传瑗任教之安庆一中），成为一名中学美术教师。孙多慈借用了学校的三间教室，

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解放后安徽省博物馆的首

任馆长李则刚先生，曾是孙多慈中学时期的国文老师，当年就参观了这个展览，并

写下了一篇《参观孙多慈君画展》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评价道：“孙君的作品，

静态的抒写，具穆肃壮丽之长，动态的描绘，擅深纯温雅之美，于布局敷色之外，

尤具有一种夺人情志的天才。”继而说：“在安庆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艺术的展览，

固然是一个破天荒：其给予安庆社会一种新的刺激和兴奋。”

抗战初期，孙多慈避居浙南深山中的丽水县，工作于碧湖联高。在这样艰苦的环

境中，她仍然创作了一系列的素描作品，“保育院系列”作品就是她这一时期所作。

1938年，“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在浙江丽水县碧湖镇成立，孙多慈



的同乡好友李家应担任院长，那时的孙多慈常以保育院的孩子们为写生对象，如素描《慧

如同学》即见题款“写慧如同学于碧湖联高”。这次展出的素描如《李家应院长》《睡

眠小童》《男童》《灯下缝补》《卷发女孩》《绍梅》《失地上的孩子》等，都是这

个系列的作品。抗日战争中期，孙多慈经好友介绍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结为连

理。或许是因为战争困难时期的条件所限，此时油画已不多作，但这些写实性极强的

素描作品依旧可见她深厚的绘画功力。黑与白的简单色调，却能表现世界的千姿百态；

朴素线条勾勒出的人和物，却依稀可见作者丰富饱满的情感。这些素描作品既是无价

的艺术品，更是反映抗战时期民族大爱的难得史料。

1949年，孙多慈随家人迁居台湾后，任教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即今天的“台

湾师范大学”），长期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亦游学欧美，绘画水平愈趋成熟。这次

展览所选的这一时期作品较多，代表着孙女士艺术成就的高峰。

孙多慈是安徽走出的民国知名女画家，为了让家乡人民进一步了解她的非凡艺

术成就, 此次在安徽博物院和孙多慈的外孙女李既鸣教授的共同努力下，精选其油画、

素描、水墨、书法及照片文献等，共计百件作品。这些都是她艺术创作生涯的最精

华部分，也是她毕生奉献艺术之心血的最完整展现。我们想借此展来纪念这位民国



以来即富盛名，作品却少为人知的艺术才女，让更多的人来感知她的才华横溢，认

知她在艺术上的孜孜不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艺海之广博浩瀚，诚无涯际；

苟吾心神向往，意志坚定，纵有惊涛骇浪、桅折舟覆之危，亦有和风荡漾、鱼跃鸢

飞之乐。果欲决心登彼岸者，终不当视为畏途，而自辍其志也。”

是为序。

                                                              安徽博物院院长 

                                                                                        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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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画家孙多慈女士

                                                     苏雪林

我并不是画家，自来台湾，却交结了许多画家朋友，孙多慈女士也是其中之一。

我与多慈虽十余年前便已闻名，建立友谊则是最近一两年内的事。现在请谈谈我和

多慈相识的始末。我的文字虽无价值，多慈之画则将来必传，那么这篇小文或可成

为将来艺坛上的韵事，我又何乐不为呢？ 

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卒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

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

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

大，不可限量。安庆本来是个斗大的江城，风气僿陋，科举余毒之中于人心者尚深，

学校里偶然出了个成绩优越的学生，全城便歆慕欲狂，揄扬不已。想起过去在母校

时期的自己，也会被人捧凤凰似的捧了几年，这只足以看出安庆人的眼界太低，并

非自己真有什么了不起。今日安庆知识界之捧孙多慈，想亦不过尔尔，所以我当时

并没有将这些话放在心上。 

民国二十五年夏，我和几个老同学避暑黄山，听说孙多慈女士正由其尊翁陪伴

着在黄山写生——那时她正肄业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将毕业了——游历黄山的同

乡颇多，见了面总要提起她，好像整座黄山都响彻了“孙多慈”三个字。我奇怪这

个青年画家何以竟这样的声名藉藉，也许她真有点什么，很想识荆一下。一日和那

几个朋友到了狮子林——她的寄寓外，开始同她见了面。她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很不



3

错：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纪。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

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我同她似有夙缘，一见便很欢

喜，觉得自己若有这样个妹妹，那应该是多么的好！房间里满列着她黄山写生的成

绩，都是油画，桌上堆着的只是几张未成的国画山水。我也曾去法国学过画，但只

学到炭画半身人像为止，油画半笔也没画过，所以对于油画不敢批评。多慈那时的

国画是她老师徐悲鸿一路，我对悲鸿颇有成见，以为不值得学；并且觉得西画国画

截然两道，兼擅二者殆不可能，多慈既是学西画的，专精这一门得了，又何必贪多

务博来学什么国画，因之对于她所作的国画也未甚措意。我当时只觉得这青年画家

气魄不小，黄山的雄奇幽丽，甲于中国，也是宇内罕见的美景，多少画家诗人到此

都要搁笔，而她居然敢把这一座名山的秀色，一一摄于尺幅之内。我避暑黄山月余，

所居系在一个陷于深谷之中的庙宇，名字现已不忆，好像是什么掷钵庵吧，地幽势

静自是幽静，可惜没法看到云海。到黄山而不看云海，那是多么的煞风景！多慈有

一张大油画是写狮子林所见云海之景的，一层层的银涛雪浪，翻腾于三十六峰之间，

气势浩瀚至极，景色也变幻至极。后来我写了一篇历史小说，其中曾谈到黄山的云海，

多慈这幅画多少曾给我以灵感。 

民国三十八年，我自大陆来港，供职香港真理学会，隔壁有个思豪饭店，隔不

上三天便有一个书画展览，我常溜出参观。虽然也有几个画展不大像样，但大多数

很好。这是我在大陆时所难餍足的眼福，也是流亡生活中意外的奇趣。1950 年春间，

多慈自台湾来香港，举行画展，也以思豪饭店为会场。这一次她展出国画五十余幅，

油画水彩二三十幅，素描十余幅，还有若干幅的书法。我可说这是思豪饭店自有画

展以来，最为热闹的一个，整个香港都轰动了，每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几乎踏破

了饭店的大门；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展出的百余幅作品，除了非卖品以外，都被

订购一空。 

回忆黄山狮子林的相见，前后相隔已十四年，我们画家的天才已到完全成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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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西画造诣固高，国画的笔法也已脱离了她老师窠臼，而独树一帜，并能作多方

面的发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虫鸟，无一不能；工笔与写意，也兼擅其妙。

书法摹王右军，及怀素四十二章经，刚健婀娜，富于神味。动物中她最喜画鹅，有

一幅非卖品的《芈芈牧鹅图》乃一小横幅，鹅十余只排队前行，伸颈舒翼，顾盼长

鸣，姿态各异，栩栩欲活，其后一小儿挥鞭赶之。芈芈乃画家长子小名，牧鹅大约

是当时的一桩实事，图后有画家之父所题小词数首，而由画家手书，家庭乐事，令

人欣羡。今日台湾梁鼎铭三兄弟以善画马、羊、猴著名，林玉山善鹤，林中行善猫，

多慈之鹅亦称一绝。我常援诗人“郑鹧鸪”“崔黄叶”之例，戏呼之为“孙鹅儿”，

多慈亦笑受不以为忤。她现在又喜画台湾名卉蝴蝶兰了，我或者会再送她一个美丽

的名号“蝶兰”。 

多慈听说那时我亦在港，画展完毕后，本想和我一见，不知为什么事耽搁了下来，

及我多方探听到她的住处，想去拜访时，则她已返台多时。我心中深以失去那一晤

面的机会为憾。 

1952 年，我自巴黎回到台湾，应省立师范学院之聘，多慈那时正忙于赴美观光。

她在本院第六宿舍楼下有一间画室，学校本派我住楼上，我因不便，托人与多慈相

商，暂将这间画室让我，等她回国再迁。蒙她慨然允诺，因来交钥匙，于百忙中尚

来访我一次。这回她已不再是黄山时的女学生，而是一个盛名之下的画家了。但她

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那么甜蜜。光阴和频年战乱的忧患，似乎没有在她身上

留下什么痕迹。艺术家烟云供养，善葆天和，每多克享期颐之寿，驻颜亦其自然结果。

那些终日追逐声名利禄的人，膏火熬煎，自戕年命，同陆地神仙一般的艺术家比较

起来，未免太可怜可笑了。 

多慈出国年余，及其归来，我楼上的那间房子已被别的同事搬入，我所许归还

画室之语，竟成虚话。她家人口众多，住所逼仄，无处可以作画，但她对我从无怨言。

她对待朋友之宽宏厚道，也是天生美德之一端，至足令人感念。现在第六宿舍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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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同事搬出，剩下两间房子，我们向学校当局申请到手，我住了朝南的一间，她以

北房为其画室，每天都来作画，杰作源源产生。我本爱画，每天看她挥洒，精神至

感愉快，并且愿意从她学习，她也乐意收我这个笨拙的弟子。但所恨者我每天杂碎

文债，打发不开，虽然有这样一个好艺术家住在对面，荏苒数月，尚未开始画得一笔。

何时我才能摆脱这被动的膏火熬煎之苦，而分享点陆地神仙的乐趣呢？说来惟有长

叹而已！ 

多慈本是学西画出身的人，素描称国内第一手。她的西画是纯粹的正统派，赋

色沉着，笔法细腻，给人以一种庄严深邃的感觉。游历欧美时，看了不少现代画家

作品，她当然不免受了若干感染。在巴黎时她喜去的地方是巴黎印象画派的陈列所。

印象派大师莫奈（Monet）德加（Degas）雷诺阿（Renoir）的作品，尤为她所心折，

常徘徊其下，久不能去。她对毕加索仅欣赏他某一时期的作风，至于毕氏最近十余

年之矜奇吊诡，走入魔道，则为她所深恶。意大利邦贝依古城的壁画给她的启示最

为重大，这在她前冬返国时对各报记者发表的谈话已经提及，现不赘叙。 

她目前作的西画，奔放的笔意，多于矜严的设色，作风显有改变。但她艺术修

养既有相当的高深，也决不至因步趋时尚，迎合庸俗之故，而走到那卤莽灭裂的道

路上去。她以后的路线大约是要以国画空灵的意境，渗入西画质实的造型，而又以

西画写生的技巧，补救国画过于象征，脱离现实之弊。似她这样对于国画西画均曾

下过功夫，天资又如此高朗，将来一定可以融汇中西，产生一种新艺术，为祖国的

光荣，供国际的取法。 

拉杂写来，不觉写满了六张稿纸，可以向《幼狮》编者交代了。至于读者们或

者批评我：所见浮浅，不足以尽这一画家之美；或者骂我：狃于私交，阿其所好，

胡乱替人捧场，我一概不管，我只把我所感受于多慈者，如实写出，便于愿已足了。 

（选自  苏雪林《归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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