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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湾画馆走出了哪些海派西画家？
规模化传授西画技法，正是从这里开始

王韧

从 1864 年至 1903 年
这四十年间， 土山湾孤儿工
艺院收养的孤儿约两千数百
人，平均每年收养约 60 人。

而就是从这里， 走出了一批
上海洋画运动的早期拓荒
者， 他们不仅对中国近现代
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更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迈
出了坚实的步伐。

或许， 土山湾带给我们
的不仅是一段西画东渐的历
史， 更是一段海派西洋画家
如何通过自身不懈努力 ，为
实现中国美术从古典形态转
向现代形态而进行的变革运
动的前夜历史。

从最初雏形范廷佐董家渡的个人

工作室， 到徐家汇的 “艺术学校” 再

到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图画部 （即土山

湾画馆）， 土山湾画馆由此掀开了中西

文化艺术史上重要的一页， 中国近代

西洋画、 镶嵌画、 彩绘玻璃生产工艺、

珂罗版印刷工艺和石印工艺等新工艺、

新技术皆发源于此。 同时， 它的诞生

也预示中国最早传授西画的学校出现，

这里培养的学生亦成为较早系统掌握

西方绘画技法的中国人。

正如万青力所言： “虽然， 至迟

在唐代初期， 西洋画已经被欧洲基督

教传教士带入中国， 而在清代宫廷中

的欧洲画家如郎世宁等， 也曾向少数

中国画家介绍过西洋画法； 但是， 如

土山湾画馆正式教授中国孤儿西洋画

和雕塑 ， 并培养出人数众多的人才 ，

可谓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无疑，

土山湾画馆是承载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化传授西画技法的艺术机构。

那么， 土山湾画馆究竟直接或间

接培养了哪些著名的海派西洋画家？

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上海洋画运动

的拓荒先锋徐咏青、 张聿光， 雕塑家

张充仁等， 徐悲鸿、 刘海粟、 陈抱一

等西画家及中国近代广告画之父杭穉

英也曾间接受到画馆的影响。 可以说，

土山湾画馆是中国近代文明进程中的

一个典型代表。

对于这个初创 “在前清道光二十九

（1849 年） 初堂在沪南， 继而迁至距徐

家汇约十余里之蔡家湾。 ……同治三年

（1864 年 ） 始再迁至土山湾而定居矣 ”

（徐蔚南： 《中国美术工艺 》 , 中华书

局， 1940 年版， 第 163 页） 的只能容

纳孤儿 “留堂工作” 而设立的美术工场，

历经以主要负责人范廷佐、 马义谷、 艾

而梅、 陆伯都、 刘德斋等为中心的若干

发展时期， 最终真正实现了范廷佐最初

的梦想， 即在中国开办一所专门培养绘

画和雕塑人才的学校， 从而培养出一批

和他一样热爱艺术的学生。 1949 年， 随

着外籍传教士的大量离开， 土山湾画馆

的业务量不断萎缩。 1958 年， 画馆正式

并入上海五华伞厂， 也宣告土山湾画馆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是已画上句号的过去， 史学是

永无止境的远航。 虽然土山湾画馆的辉

煌一页已翻过 ， 但是 ， 徐蔚南曾感慨

“以上海而论, 有一美术工艺之工场焉，

而国人竟茫然无所知， 岂不甚怪” 的现

象随着更多文献的公布和研究的深入，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由此为我们重

新构架起超越时空的桥梁并进行交流。

或许， 土山湾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

段西画东渐的历史， 更是一段海派西洋

画家如何通过自身不懈努力， 为实现中

国美术从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而进行

的变革运动的前夜历史， 而土山湾画馆

正是对中国西画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铺

垫和传承的作用 。 正如徐悲鸿在重庆

撰文回顾中国洋画运动时写道： “至天

主教之入中国， 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

之一也。 中西文化之沟通， 该处曾有极

其珍贵之贡献。 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

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虽言过其实，

但足以肯定土山湾画馆在中西文化交流

中的地位。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青年学者， 美术学博士。 本文为 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课题名称：

《民国洋画运动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编号： 17CZS032] 阶段性成果。）

东方艺人来欧洲研究，竞争不让人者，张充仁为第一次

曾应邀为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塑

像 ， 也曾为邓小平同志塑像的张充仁

（1907-1998） 则是土山湾画馆走出的另

一位驰名中外的西画家。他 4岁时入土山

湾孤儿院，后入徐家汇类思小学（即徐汇

小学的前身） 从日籍校长田中德学画。

1920年因土山湾画馆名额已满， 次年经

由田中德推荐进入土山湾孤儿院照相制

版部， 师从刘德斋的学生安敬斋学习绘

画、摄影、照相制版和法语。在土山湾后人

《章俊民老人访谈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 画馆老师有没有提起过一些过

去的出名的学生呢？

答：我们在图画间的时候一直说起张

充仁的。 我们认他是我们的老祖宗，一直

把他拿出来说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是把他

作为榜样的：同样土山湾出来，人家已经

这么有名了。 他当时已经去比利时了。

从对话中， 可以发现张充仁在土山

湾后辈心里的地位以及其在艺术上的成

就。其实他在土山湾画馆学油画期间，曾

得到徐咏青的赞赏， 安敬斋看到后便拿

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历任院长神父

像， 要求他画成 24 英寸的肖像油画，连

同徐家汇老天文台一张，共绘制二十幅。

后来这批作品被外籍修士称赞有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风格。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正是由于在

土山湾打下的绘画基础与流利的法语，才

使张充仁 1931 年 9 月来到法国马赛，翌

月顺利考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

院油画高级班，师从院长巴斯天教授。 在

求学期间，张充仁以优异的成就获得时任

比利时教育部长的赞誉“东方艺人之来欧

洲研究，能竞争不让人者，实为第一次”，

并被当地《晚报》和《晚报画报》详加报道。

1932年暑假后， 他跟随隆波教授学习雕

塑。 1936年张充仁学成归国，回国后他首

先拜访了时年 96岁的马相伯 （震旦学院

创办者）， 马相伯出面为张充仁举办了一

次欢迎会， 会上还建议他开一次展览会，

借此契机，马相伯、蔡元培、徐悲鸿以及比

利时驻华公使纪佑穆等在上海环龙路“法

文学会”（今南昌路科学会堂）举办了“张充

仁归国展览会”（1936年 2月 22日至 3月

1日），展出其水彩、油画、素描等 70幅，雕

塑作品十多件。 展览期间观众达上万人

次，很多人想拜他为师，这也为其创办“充

仁画室”（劳神父路 608号， 今合肥路 592

弄 25号）造了声势并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土山湾画馆甚至影响海派国画家，比如任伯年

中 国 近 代 广 告 画 之 父 杭 穉 英

（1900-1947）师从土山湾画馆走出的洋

画家徐咏青， 因此他是间接受到土山湾

画馆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3 年杭穉

英随父来沪， 出于对绘画的热爱报考了

商务印书馆图画部并顺利被录取。 当时

的图画部由徐咏青主持（他自 1913 年起

受邀主持这个部门），由于徐咏青本人擅

长水彩画，又精月份牌画，对还是练习生

的杭穉英起了追随仿效的作用。在这里，

杭穉英接受系统的西画技法， 练就了扎

实的水彩画和素描功底， 还汲取西洋画

和国画两种绘画形式所长， 成就了他革

新擦笔水彩画技法并成为“杭派”艺术风

格的月份牌画大家。

土山湾画馆的洋画家甚至还影响

了海派国画家，比如任伯年。 沈之瑜在

《关于任伯年的新史料 》一文中说 ：“他

（任伯年 ）有一个朋友叫刘德斋 ，是当

时上海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土山湾所办

图画馆的主任。 两人往来很密。 刘的西

洋画素描基础很厚，对任伯年的素养有

一定影响 ，任每当外出 ，必备一手折 ，

见有可取之景物 ，即以为铅笔勾录 ，这

种铅笔速写的方法习惯，与刘的交往不

无关系。 ”张充仁也曾回忆说：“据我了

解 ，任伯年的写生能力很强 ，是和他曾

用 ‘3B’铅笔学过素描有关系的 。 他的

铅笔是从刘德斋（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

书馆绘画部负责人）处拿来的。 当时中

国一般人还不知道用铅笔，他还曾画过

裸体模特儿的写生。 ”沈之瑜与张充仁

的说法不约而同地证实了刘德斋与任

伯年有较密切的关系，我们也能在任伯

年没骨法的作品中寻迹到西方水彩画

的影响。

张聿光的写生，占当年“中国唯一之美术自修书”三分之一

张聿光 ( 1885-1968) 也是土山

湾画馆走出的一位西画家 ， 同时也

是致力于西画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先

行者 。 他是浙江绍兴人 ， 长期居住

上海 。 早年在土山湾画馆学习西画 ，

练就了扎实的西画基础 。 张聿光致

力将欧洲绘画技法融入中国的绘画

传统 ， 故将其在上海斜土路的画室

命名为 “冶欧斋 ” ， 并自己取名为

“冶欧斋主 ”。 1904 年 ， 张聿光进入

上海华美药房画照相布景 ， 所作布

景采用油绘和粉画二种形式 。 1905

年 ， 他前往宁波益智堂任图画教师 ，

1907 年回到上海 ， 在中国青年会学

堂任图画教员 ， 1914 年 7 月 ， 张聿

光被 “图画美术院 ” 聘定担任教务 。

因其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 ， 同年 8

月， 他被聘为该院院长， 成为继乌始

光后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校史上第

二任院长 。 1928 年起 ， 张聿光还担

任了新华艺专副校长、 教授。 综观他

的一生， 仅在西画教育事业上， 前后

就辛勤劳动有四十年之久了， 对近代

中国西画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作出非常

大的贡献。

当然， 张聿光的西画造诣也具有

相当水准。 他与刘海粟、 丁悚二人合

编美术自修书 《铅画集 》， 共收入 48

幅写生作品 ， 其中张聿光的就有 16

幅， 这本在 《美术》 杂志第一期广告

上写着 “中国唯一之美术自修书”， 虽

然有夸张之嫌， 但也足见这本画集的

重要性， 且张聿光作品能作为范本出

版 ， 也有力地说明其西画造诣水平 。

陈抱一也曾认为： “张氏的洋画作风，

也曾经给上海方面有相当影响。” 现法

国国立博物馆、 德国柏林艺术院均收

藏有他的作品。

在上海盛行开来的水彩画，可以说从徐咏青开始

被誉为 “中国水彩画第一人” 的

徐咏青 （1880-1953）， 就深受土山湾

画馆的滋养 。 徐咏青 ， 上海松江人 ，

幼年时被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收养， 9 岁

随刘德斋习画。 这刘德斋， 是土山湾存

续百年间执掌画馆时间最长、 影响也最

大的一位。 而徐咏青正是刘德斋最喜爱

的学生， 刘曾单独为他授课， 并安排他

拜王安德为师学习油画。 16 岁徐咏青

入土山湾印书馆， 从事插图创作和装帧

设计。

徐咏青在水彩和油画方面造诣颇

深， 尤其精于水彩画。 早在光绪、 宣

统年间， 他就开始绘制水彩， 因而胡

怀琛认为 “后来上海盛行的水彩画 ，

可说是从徐氏起头 ”。 一名署名 “湘

客” 的作者在 《观四马路源昌镜架号

光影中国名胜画记》 中评价徐咏青等

人的画作 “一如泰西画法， 想画者必

从照相画入手， 故能有此活泼也。 观

其用笔， 欲不甚工细， 远视之又极神

似。 此惟泰西油画戏园布景画有此境

地 ， 不意水彩亦有此像之笔也 ”。 这

说明徐咏青的水彩画写实能力非常

强 ， 与油画效果近似 。 他还曾著有

《水彩风景写生法 》 一书 ， 该书是中

国最早传授水彩画技法的著作之一 。

因此后来张充仁对徐咏青水彩画方面

造诣有这样一这段中肯评价： “徐咏

青早年在土山湾教会里学画艺， 尽量

从十九世纪末外国最好的画家的成就

中汲取营养， 又常和任伯年、 吴昌硕

等交往， 对中国画体会得深， 对外国

水彩画理解得透， 加上对中外理论的

钻研， 不怪在水彩画上有很高的艺术

水平。” 陈抱一在其 《洋画运动过程略

记》 中也肯定了徐咏青 “当时著名的

洋画倾向作家之一” 的地位。 徐咏青

还曾与郑曼陀合作过一段时间， 将水

彩画的技法运用到擦笔年画中， 创作

了具有商业美术性质的月份牌画。 这

种艺术的形成体现出洋画家极高的绘

画造诣， 月份牌画是海派西洋画的典

型形式， 而土山湾出身的徐咏青无疑

在其形成以及促进海派艺术发展方面

功不可没。

此外， 在徐咏青主持上海商务印

书馆图画部期间， 培养了一批商业美

术人才， 如杭穉英、 何逸梅、 金梅生、

金雪尘 、 戈湘岚 、 李泳森 、 鲁少飞 、

陈在新等。 其中， 杭穉英还以自己名

字建立创作月份牌年画的 “穉英画

室”， 又培养了新一代以擦笔水彩画方

法创作月份牌的画家。 此后他还先后

任职于多所美术学校教授西洋画， 如

爱国女学 （1911 年 ） 、 图画美术院

（即上海美专前身， 1914 年）、 中华美

术专门学校 （1918 年 ）、 女子艺术师

范 （1920 年） 等。 徐咏青可谓是早期

洋画教育活动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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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1915 年 ， 土山湾画馆所绘 《徐光

启 》 《利玛窦 》 《汤若望 》 和 《南怀仁 》

四幅水彩画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

览会上展出。 作品现藏于美国旧金山大学

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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