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伯年人物、 花卉、

山水、翎毛、走兽、虫鱼无

所不能，这正是作为海派

中职业画家所具有的从

业能力与艺术资质。 他的

画法工整严谨，线描畅达

劲挺、 用色酣畅明艳、气

息高古朴茂，亦工于人物

肖像，展示了海派主流画

风和市民欣赏特性。

历史地看海派书画从高原的形成到高
峰的崛起， 应当讲是任伯年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和经典的建树。为此，徐悲鸿曾说任伯
年是“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

海派书画家群体的创作效应，海派文化
艺术圈的开放风气， 海派书画的社会运作，

这三大要素实际上涉及了一位艺术大师与
上海这座城市的市缘，与海派书画这个群体
的群缘，与海派文化这个谱系的文缘。 正是
这三种文化的总和， 塑造成就了任伯年，而
任伯年也为这三种文化的发展与提升，做出
历史性贡献。

吴昌硕以“画奴”印相赠
———海派书画的社会运作

任伯年从艺之始就进入了市场化程序， 并在
不断地与顾客的交往中， 根据新兴市民的情趣调
整改变自己的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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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存于某

个历史过程中的人，必然会与同时代的

艺术家进行群体性的交往，产生创作形

态的相互交流和审美观念的互相体验。

因此凡是艺术大师、流派领袖性的人物，

必定会学习他人长处、借鉴他人技艺、吸

纳他人方法， 使创作成为个人艺术实践

的总和和个人审美思考的体现。 任伯年

在上海不仅经历了这种转益多师的过

程，而且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取精用宏的

过程。

任伯年早年跟族叔任熊、 任熏学

画，并跟任熏在宁波一边学画，一边卖

画，时间长达四年。 也就是说任伯年从

涉足画坛之初，就受到海派书画家群体

中代表性画家的言传身教。 任熊、任熏

作为海派书画前期的领军，他们有着深

厚的传统、精湛的造诣、全能的画艺，人

物、花卉、山水、翎毛、走兽、虫鱼无所不

能，尤擅长于人物肖像，这正是作为海

派中职业画家所具有的从业能力与艺

术资质。而任伯年也正全面师承了他们

的画风艺格与创作意识。 画法工整严

谨，线描畅达劲挺、用色酣畅明艳、气息

高古朴茂，亦工于人物肖像，展示了海

派主流画风和市民欣赏特性。

任伯年是 1868 年 10 月在苏州相

识胡公寿的，并为之作《横云山民行乞

图》。就在这一年的冬季，任伯年正式定

居上海后不久，胡公寿即向古香室笺扇

店推荐他为住店画家，得到了胡多方的

生活照顾。 胡公寿的画斋为“寄鹤轩”，

而任伯年取“依鹤轩”，反映了任对胡的

感恩之情。任早期绘画主攻人物、花卉，

而胡公寿的山水功力颇深，任时常向其

请教，方悟山水之道。 曾是任伯年的同

乡、后成为吴昌硕入室弟子的陈半丁亦

回忆“作画要站着画，不要坐着画，任伯

年得胡公寿指点，在创作过程中，曾把

纸铺在地上，人跑到楼上看下来。”徐悲

鸿亦佐证了这段史实，他在任伯年所画

《胡公寿夫人像》 上题跋曰：“伯年与胡

公寿交甚契，此胡夫人像，戊辰之秋，与

公寿之乞食图同归乎吾，皆伯年早岁笔

也。 悲鸿。 ”

任伯年与吴昌硕情在师友之间，当

年吴昌硕从苏州来上海时，曾带了数幅

任画的梅竹等花卉回苏州临摹，日后再

请任指正。 而任对吴深厚的书法功力、

独特的金石印风和即兴吟诗的才气亦

十分仰慕，他们亦时常切磋书法、金石。

《海上墨林》 第三卷曾记载：“有一天胡

公寿对吴昌硕说：‘君的嗜画似乎太迟

了。 ’因为吴习画是在 30 岁以后。 当时

任伯年在座， 即跟着说：‘胸中有才华，

笔底有气韵，迟些又有什么关系？’杨见

山也说：‘画不以画出，而造艺在诗文金

石，积水厚力，能负大舟，是知参上乘禅

的。’”从中可见任伯年对吴昌硕才华的

服膺，任的书风亦受吴的影响而变得笔

力遒劲。吴昌硕亦真诚地称他和任之谊

是：“先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

随之。 ”

任伯年正式定居上海后，还和另外

一位重要的海派书画家高邕之订交。高

邕之出身于名门，其父高树森为苏松太

道吴煦记室，后入李文忠幕，襄订通商

条约。 高邕之以书法名世，得魏碑之气

韵，线条雄强郁勃。亦能作画，取法于八

大、石涛之间。家中富收藏，任伯年曾从

高邕之处看到八大山人画册， 相见恨

晚，时常在高家临习，深为八大超逸高

雅的画风所叹服，并悟用笔之法，画风

就此焕然一新。 《海上墨林》曾载“后得

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虽极细

之画，必悬腕中锋。 自言‘作画如颐，差

足当一写字。 ’”由此可见，正是海派书

画家群体的创作效应，使任伯年完善了

自己的绘画技法，拓宽了自己的审美视

野，提升了自己的笔墨境界，正是在这

样一种群体性的追求与个体性的突破

中，形成了任伯年那种典雅绚丽、富美

清新、雅俗共赏的风格，使海派书画实

现了历史性的嬗变和经典性的更新，从

而标志着海派书画艺术形态化和创作

对象化的真正形成。

他为何能在大俗之中
铺展海派绘画的大雅之美

今年是海派书画巨擘任伯年诞辰 180周年

王琪森

任伯年所处时代的社会氛围和创作

环境，已是具有鲜明的商业意识和严峻的

市场挑战。 鬻画谋生赡家，可以讲就是海

派书画家的生存方式，海派书画的崛起依

靠的就是商品经济杠杆的社会运作。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商业的兴盛，

离不开社会的运作。 而海派书画之所以

能在清末迅速发展， 凭籍的就是商业化

市场的推动力。 最著名的观点或是史料

见证就是张鸣珂在 《寒松阁谈艺琐录·卷

六》中所说的：“当时的上海，自海禁一开，

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 而以砚田为生

者，亦皆于而来，侨居买画，公寿、伯年最

为杰出。”如果说在早期，胡公寿以其久居

上海的资历、钱业公会礼聘身份成为海派

书画家中的强势者，那么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后， 任伯年的影响则覆盖了全上海。

其中除了任伯年独特的风格、 创新的面

目、精湛的技艺外，海派书画社会化运作

的最优化、最大化、最强化直接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任伯年将“天时、

地利、人和”的条件发挥到了极致。

任伯年初到上海鬻画立身之处就是

古香室笺扇庄，这是上海一家大书画庄，

也就是讲任伯年从艺之始就直接接触了

一线画廊，进入了市场化程序，并在不断

地与顾客的交往中， 根据新兴市民的情

趣调整改变自己的画风。 同时在富有经

济经营意识的胡公寿的帮助引见下，先

后与上海的实业家、老板等相识。 如“古

香室”的经理胡铁梅、银行家陶浚宣、“九

华堂” 老板黄锦裳、 大商人章敬夫等交

往， 特别是与黄锦裳、 章敬夫等成了好

友。章敬夫曾在《任伯年先生羽族五伦图

记》中曰：“沪之地，海口也。 其县治僻居

海上，非大都会而繁华日甚。自外洋互市

以来，辟为六埠，贵绅富贾，辐辏其间，遂

以称雄天下。山阴任君伯年，以写生妙手

客于此者三十年。一时与游者，皆海内闻

人，互相切磋，学益精，画益工而名亦重。

君雅与余善，每见如平生欢。 ”可见章氏

对任伯年的极力推崇及与任亲密的朋友

关系。而黄锦裳乃是儒商，自己亦喜好书

画而收藏宏富，与任伯年、胡公寿、虚谷

相交甚深，被称为黄氏“三友”。 据《海上

墨林》载光绪十年（1884 年）人日(正月初

七)， 黄锦裳不顾漫天大雪踏访任伯年，

任深为友情所感动，伯年驱寒作画相赠。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实业家、 老板向任伯

年订了大量的画作， 不仅使任伯年名声

大振，而且画价飙升，使任在近十年的时

间中，就成为海上画派首屈一指的大家。

《淞南梦影录》云：“各省书画家以技鸣上

者不下数百人。 ” 而任伯年则是一枝独

秀，在画市上人气最旺，这无疑是成功的

社会运作的推动作用。

上海乃是当时新崛起的繁华都市，

各地商帮纷纷前来，其中有广帮、京帮、扬

帮、徽帮、苏帮商人，他们纷纷向任伯年订

画，使之供不应求，可见当时的盛况。1886

年任伯年 47 岁时，吴昌硕为任刻“画奴”

大印，边款曰：“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

钟接，无片刻暇，改号‘画奴’，善自比也。 ”

同时日本客商及书画家也专程前来求

画，日本岡田篁所的《沪吴日记》就对此

作了详细的记载， 从中可见海派书画社

会运作的多方效应与多头触角。

值得一提的是： 海派书画社会运作

还具有现代性的拓展， 即媒体宣传广告

与出版画谱， 如当时上海最大的新闻媒

体报纸《申报》就时常刊登任伯年与其他

名画家一起参加赈灾售画的广告。 1887

年仲秋， 海上雅好书画的胡薇舟将自己

所收任伯年百幅精品之作结集为 《任伯

年先生真迹画谱》出版，一时反响强烈，

这是海派画家早期一次十分成功而颇有

影响的出版活动。 《画谱》请吴大澂题扉

页，王子卿、俞曲园作序，规格极高。王子

卿序曰：“胡君薇舟，侨寓沪滨，喜得任伯

年手绘百页，持以见眎，凡人物、山水、花

鸟、草虫，各具精妙，洵为后学津梁。 ”而

清末大儒俞曲园则序云：“任君伯年所作

画，无论山水、人物、花鸟，皆有古拙之意

存其中，每观其笔迹，觉汉人陈敞刘白去

人未远。薇舟得其画凡一百幅，刻之以永

其传。余不知画，率题其端，世有识者，必

以余为知言者也。 ”这一年任伯年仅 48

岁， 他在上海已有了专门收他画作的藏

家，而且从王子卿、俞曲园作序来看，对

其评介甚高， 可见他在海派书画艺苑的

独领风骚。 正是在社会运作的成功推广

下，形成了一种互动效应，一些书画庄、

书局见任伯年之画极具市场人气和商品

价值，纷纷为其印刷画片发售，销往全国

各地及东南亚。

（作者为资深文艺评论家）

上海于 1843 年 11 月正式开埠，由

此标志着这座城市从旧式的吴越小城到

开放型的沿海近代城市的转制。 上海的

城市结构是中西合璧、交汇相融，上海的

城市生态是内外兼容、多元互惠，上海的

城市文化是开放拓展、东西并存。不少欧

洲及日本画家相继来到这块热土， 徐家

汇就在上海开埠后最早成为西风东渐的

前沿。

当时西班牙籍的传教士、 西洋画家

范廷佐就在徐家汇的土山湾教堂内创办

了土山湾工艺品厂，俗称土山湾画馆，传

授西洋画、雕塑、印刷、照相等，土山湾由

此成了 “中国西洋画的摇篮”，成为上海

第一所西方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曾客观

地讲：“中西文化之沟通，徐家汇曾有极其

珍贵之贡献，土山湾有习画之所，盖西洋

画之摇篮也。 ”任伯年的艺术感觉是敏锐

的，创作理念是开放的，绘画方法是多样

的， 他专门去土山湾画馆观摩那里的素

描、写生、水彩画抹色及油画上彩等，尤其

是感到用铅笔画的素描跟他过去学过的

擦笔画有不少相似之处。而西洋画的抹色

上彩及构图造型也多有其可借鉴之处。

为此， 刚过而立之年的任伯年就在土山

湾画馆听课学习， 并在画馆的画室内实

物写生。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及画作优秀，

引起了土山湾教堂的图书馆主任、 精于

西洋画的刘德斋注意。不久，他们成了很

好的朋友。 据当年也曾学画于土山湾画

馆、后成为著名雕塑家的张充仁说，他们

“两人来往很密切。刘的西洋画素描基础

很厚， 对任伯年的写生素养有一定的影

响。 任每当外出，必备一手折，见有可取

之景物，即以铅笔勾录，这和铅笔速写的

方法、习惯，与刘的交往不无关系。”张充

仁还曾讲过：“据我了解， 任伯年的写生

能力强，是和他曾用‘3B’铅笔尝试过素

描有关系的。 他的铅笔是从刘德斋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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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素描写生， 外出用铅笔勾物直至

画实体模特儿，这在 19 世纪中晚期的海

派画家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像任伯年

这样一位完全从传统的中国绘画及笔墨

形态走出的画家， 在上海这块东西交融

的开放式平台上，能够自我突破，转型学

习西方绘画的方法及理念， 热情地拥抱

外来艺术，专注地吸纳欧化技法，应当讲

是具有开创性价值的。 其不仅为海派寻

找到了新鲜的艺术资源及有效的借鉴方

法，而且为整个中国绘画的更新进步，提

供了成功的实验效应及高迈的创作样

板， 呈现了一种世界性的视野。 如他的

《观剑图》《风尘三侠》等，人物造型准确、

结构比例严谨、光影效果明显，其中凸显

出欧化的技法与构想。又如他的《仲华二

十七岁小像》， 其整体构图及人物勾画，

尤其是人物面部刻画， 都体现了深厚的

素描功底。

任伯年是睿智的， 他不仅吸纳欧化

技法，而且学习近邻日本浮世绘的图式。

兴起于 17 世纪初（江户时代）的日本浮

世绘，至 19 世纪中后期，已进入了鼎盛

期，并传入了东海之滨的上海。如当时的

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 就有不少日本浮

世绘画家的作品。 浮世绘主要有两种形

式：“绘本”与“一枚绘”。“绘本”即是插图

画本，“一枚绘” 是单幅画本。 按制作方

法、套色分类又可分为“墨绘”“红绘”“漆

绘”“锦绘”“蓝绘”等。浮世绘由于其构图

的饱满雍容、造型的夸张丰腴、色彩的瑰

丽华美、线条的飘逸流畅，因而在当时的

东方及西方美术界影响颇大。 如法国画

家马奈 1866 年创作的《吹笛少年》，就运

用了浮世绘的造型方法与色彩效果。 荷

兰画家梵高创作于 1889 年的 《星夜》构

图及涡卷图案， 也参考了葛饰北斋的浮

世绘《神奈川冲浪里》。 同样，与马奈、梵

高同时代的任伯年也在自己的绘画中运

用或变通了浮世绘的构图法与色彩法。

如他的《双仙献寿》《苏武牧羊》就有鲜明

的浮世绘造型技法与色彩敷色。而 12 屏

的《群仙祝寿图》就采用了“绘本”的通景

结构图式。 最典型的是被称为 “任画之

王”的《华祝三多图》，整幅画构图丰满，

富丽堂皇， 运用了浮世绘中 “红绘”“锦

绘”“蓝绘”等多种方法。 为此，当时英国

的《画家》杂志评论道：“任伯年的艺术造

诣与西方梵高相若，在 19 世纪中为最有

创造性的宗师。”也就是说任伯年在吸纳

了西洋画、浮世绘的养料后，极大地丰富

和拓展了传统中国绘画的创作方法与技

术手段， 从而把海派绘画推到了与国际

接轨的历史高度和艺术层面。 而以往在

任伯年的研究中， 他的这个划时代的杰

出贡献是被忽略的。

从顾恺之的 “传神在阿睹” 到陈老

莲的铁线描， 从欧洲绘画的人物造型到

日本浮世绘的构图色彩， 任伯年的人物

画是真正体现了民族精神和东西风范，因

而具有国际化的表现理念及审美形态。由

此可见，正是开放的海派文化艺术圈为任

伯年的从艺构建了一个宽广而多元的时

空，从而引领了海派书画的审美时尚和历

史走向。

任伯年 (1840～1895)，初名润 、字次

远、号小楼。 后名颐、字伯年。 别号山阴

道上行者 、寿道士等 ，浙江山阴 (绍兴 )

人。 出生于民间画工之家，父鹤声，字淞

云，工肖像写真画。 任伯年幼时，即受到

父亲的绘画训练和技法传授，打下了扎

实的写实基础。 后从其族叔任熊、任熏

学画。 于 1864 年随任熏赴宁波从艺卖

画，人物画技艺日进。1868 年冬，任伯年

从苏州赴上海，在城隍庙一带摆地摊售

画，生活穷困，后得到海派书画名家胡

公寿的赏识与帮助， 成为驻堂画家，遂

崛起于海派书画名家群体。 方若在《海

上画语》 中云：“胡为钱业公会所礼聘，

扬誉自易为力，且代（任伯年）觅古香室

笺扇店，安置笔砚。不数年，画名大噪。 ”

任伯年作为一名海派书画的集大

成者和前期领袖 ， 他以其睿智敏锐与

大胆开拓 ， 取法东西 、 融会中外 、 广

采博取 ， 形成了崭新的海派画风与独

特的都市图式 ， 使海派书画达到了一

个时代高度 。 他也使海派书画真正具

有了近代意义上艺术流派构建的历史

地位 ， 从而和以前的华亭画派 、 扬州

画派 、 金陵画派等具有新旧的分界 ，

使中国绘画在清末这个历史结点发生

颠覆性的变革 ， 为之产生崭新的近代

绘画格局 ， 并与世界接轨 。 正是通过

对任伯年历史贡献的考评和艺术成就

的分析 ， 可见任伯年的从艺与发展具

有三大因素 ： 即是海派书画群体的创

作效应、 海派艺术文化圈的开放作用、

海派书画市场的社会机制。

任伯年的师友圈
———海派书画家群体的创作效应

任伯年早年受到任熊、任熏的言传身教，对胡
公寿怀有感恩之情，而与吴昌硕则情在师友之间

用 3B 铅笔画模特
———海派文化艺术圈的开放风气

不仅吸纳欧化技法，如素描写生，外出用铅笔
勾物直至画实体模特儿， 而且学习近邻日本浮世
绘的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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