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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校、 山东大学美术科合并

组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同时

变更的院校还有杭州国立艺术

专科学校， 调整为中央美术学

院华东分院。

彼时，上海美专匆促外迁，

而迁入地江苏无锡江南大学校

舍尚未腾退， 教工宿舍无有着

落，迁并工作并不顺利。据已有

资料显示：“全校师生， 浩浩荡

荡迁去无锡。 当我们到达无锡

车站，苏州美专师生同时到达，

就在那里会师。 领导告知大家

说，因为江大校舍还没准备好，

暂时搬到党校先住下来 ”；“据

说江大要做外宾接待所了 ”；

“结果领导命令，暂时迁到社桥

头江苏教育学院原址 ”；“由于

校舍和学校发展前途问题 ，长

期不能解决， 华东艺专建校五

年就没有招生”。

1955 年春天，有关部门要

求华东艺专筹办艺术中学 ，并

且指定派遣了筹备主任， 几个

月后不知何故又令中止招生 。

同年的暑假， 全国高等学校的

“入学指导”却突然出现了一所

华东艺术师范学院， 地址在无

锡。 “去年（1956 年）……召开

一次全国美术教育行政会议 ，

我校有四位同志出席会议 ，当

时决定华东艺专一部分迁往西

北，一部分改为工艺美术学院，

这个校名又在 1956 年‘升学指

导’上发现，结果又是一场空。 ”

“华东艺专自从成立以来，从未

招过新生。 现在已经决定把华

东艺专全部迁往西安， 并在西

北艺专。 今年暑期是最后一班

毕业， 名义迁校， 实际上结束

了。 ”凡此种种，均显示了这几

年中校务的动荡， 至于教具图

书散佚破损， 辗转多地造成的

损失可想而知了。

需要说明的是： 迁离上海

前的上海美专当时是中国美术

史和艺术教育史上最有成绩的

一所美术学校， 它有当时全国

美术院校所有的系科，如国画、

西画、艺教、工艺图案、雕塑等，

历届毕业的学生， 分布在全国

多地， 后来担任了美术院校的

教授和领导。 1956 年，主管部

门拟将华东艺专迁往西安。 曾

有专家建议将学校迁回上海 ，

并改名为 “上海美术学院”，但

意见未被采纳。 而华东艺专最

终也未能幸存，两年后的 1958

年初， 华东艺专迁往南京丁家

桥，更名为南京艺术专科学校，

继而为南京艺术学院。 上海美

专的迁并并非学校自身办学难

以为继， 而系当时院系调整方

针下的指令所致。 这种近乎草

率的决策使本就命运多舛的上

海美专终告解体， 无论是受当

时何种内外部原因左右， 都是

国内外专业艺术院校历史沿革

中鲜见的现象。令人唏嘘的是，

上述所引资料正是来自曾任上

海美专校长， 后任南京艺术学

院院长， 时任华东艺专校长刘

海粟本人写给上级领导信中陈

述的情况（1957 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上海

美专于 1952 年迁离上海时，虽

然大部分师生按照上级主管部

门的要求，随迁无锡，但是仍有

部分美专教师因各自的原因留

在上海， 继续以个体或多种方

式从事教学活动。 其中如谢之

光 、江寒汀 、唐云 、沈之瑜 、丁

浩、励俊年、孟光、程十发等，以

及周碧初 、张充仁 、俞云阶 、郑

为、哈定、张隆基等，或以画室、

画院、 研究所等形式进行美术

专业教授活动， 或转而在相关

美术教育行业以及轻工业 、印

刷、戏剧（舞台）美术行业任教。

他们中有任职上海画院副院

长， 同时执教昌明艺术专科学

校的贺天健； 受聘上海画院画

师、 创办新华美术研究班的朱

屺瞻； 转任上海轻工业专科学

校、同济大学执教的李咏森；任

教同济大学建筑系美术专业 、

创办新美术研究所 （后更名现

代画室）的陈盛泽；转任工艺品

供应社主任、上海美协秘书长、

展览馆馆长的陈秋草； 转而执

教多家中学的唐蕴玉； 转任多

家中学和师范学校执教的冉

熙 ；自创 “东方画室 ”、“上海画

室”、“哈定画室”、“充仁画室”、

“山河美术研究班”的任微音等

多人以及转任上海人美出版

社、 上海美协秘书长的蔡振华

等等。正是这种身形虽迁、根脉

未离，建制形式改弦、艺术传统

存续未变的不舍不弃， 使海派

美术教育文脉未因美专的迁离

受到影响。 也正是几批曾经先

后受业并执教于上海美专的美

术家和教育家， 以及部分往来

任教于沪锡、 沪宁的艺术工作

者， 包括任职南京艺术学院院

长的刘海粟老校长等人， 仍以

各自的专擅维系并传续着上海

美专的教学理念与学术传统 ，

为后来新上海美专的复建奠定

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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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 年 3 月 ， 经批准 ，上

海市政府重新着手续建

上海市美术学校。 新上海美校

的再开办， 无疑是上海市文化

教育部门经过慎重考量推出的

良政。新美校的开张，从论证报

批到开学招生， 必然是经历严

格的程序。按照上世纪 60 年代

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管理

模式，特别是教育领域的管理，

没有教育部的批准， 即使有上

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必要性 、

可行性论证和广大美术教育界

人士的呼吁与热情， 也将无济

于事。 因此，1959 年批准同意

重新开办上海美校的文件 ，传

递了多重信息：第一，意味着认

同上海需要一所高水准的美术

专业教育机构； 第二， 意味着

1952 年院系调整中对原上海

美专的迁并是不适当的， 因此

需要再调整， 认同上海市政府

提出开办新上海美校， 是对原

迁并决定的纠偏；第三，在新美

校校名中增添一字 “市 ”，明确

学校应为上海的文化艺术事业

培养专门人才。 文件的颁布和

新美专的正式成立为中断七年

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同时也对

这段迁并历史进行了弥补。

新开张的上海市美术专科

学校也是几经搬迁。 1959 年夏

天， 上海美术学校挂牌于华山

路 1448 号幸福村 ；1960 年移

址陕西地路 500 号， 升格为上

海市美术专科学校， 另设中专

部 ；1962 年迁址到万航渡路

1575 号（原圣约翰大学旧址韬

奋楼 ）；1965 年搬至漕溪北路

502 号上海市轻工业局干部学

校内 （原土山湾孤儿院旧址）；

1970 年再度迁至天津路 414

号；直至 1983 年 6 月上海大学

组建， 美专又改为上海大学美

术学院，9 月迁址凯旋路30号。

2000 年，学院迁址于上大

路 99 号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内；

2016 年 12 月上海大学美术学

院正式更名为上海大学上海美

术学院。 比起同处一地的上海

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

美术学院似乎命中注定要在不

停的变化中谋求发展。

从 1959 年到 2019 年 ，走

过 60 年发展历程的上海美术

学院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

会的重视与支持，学院的教学、

科研、创作、人才培养和各项工

作均取得了稳定长足的进步 ，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贡

献了如陈逸飞、 王劼音、 邱瑞

敏、 施大畏等一批在海内外具

有重大影响的艺术家， 还为国

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有用人

才， 这当然已是尽人皆知的后

话了。

上海这座 21 世纪国际化

现代都市，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所将

承担的重要使命， 已无需本文

赘述。 但是，为了“创造性转换

申学传统， 创新性发展海派文

化， 创意性提升上海人文”，上

海需要壮大可持续发展的文化

思想力 、创造力 、生产力 ，以重

振 “新兴艺术发祥地 ”和 “现代

创新艺术策源地”的形象。上海

应该也能够办好一所国际一流

水准的美术学院， 助推上海和

全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 迄

今已经挂牌三年的上海美术学

院正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 ，

如果学院的当代学人能够驾驭

机遇 ，勇于开拓 ，化解困难 ，应

接挑战， 上海美术学院无疑将

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办好一

所院校， 不仅需要珍惜其历史

文脉 、人文精神 、学术传统 ；也

需要审时度势， 审慎决策每一

阶段的发展策略； 更需要以前

瞻性的眼光去规划设计院校的

未来。笔者同时认为，上海美术

学院的历史不妨上溯至 1864

年徐家汇土山湾画馆的开办 ，

则其历史已有 155 年； 或上溯

至 1912 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的

创办，则其历史也已有 107 年。

（作者为中央文史馆副

馆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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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第一

届成绩展览会水彩画第一部摄影20 世纪初土山湾画馆画室内景

1918 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第一届

成绩展览会石膏模型写生部摄影

1918 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第一

届成绩展览会彩油画部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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