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多年前，一批来自浙江、江苏、安徽等
地的画家们秉笔携砚，调丹研青，来到黄浦江
畔。他们在这块“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
热土上挥毫泼彩，传承开拓，共同形成一个海纳
百川的新兴群体，联袂打造了一个有容乃大的
独特画派，由此标志着海派绘画的崛起。

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联合浙江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安徽博物院共同举办的“百川汇海
——江浙沪皖海派绘画名家精品联展”，以精彩
的藏品、珍贵的原作、丰富的文献，再现了当年
海派书画的风云际会。

本次联展由“何以海派”“何为海派”两大板
块、八个部分组成，以严谨的策展构思、谱系的呈
现方式与多元的组合形态，对海派绘画作了现象
级的史述、溯源式的确认与实物性的展示，体现了
一种文化姿态、历史情怀、学术诉求与理论观念。

海派绘画正是在上海自1843年开埠之后，
随着社会转型、文化开放、商贸繁荣、经济发展等
综合因素而孕育，所以是因城而起、因商而兴、因
人而盛。作为本次联展的一个特别亮点和策展
贡献，就是以社会学的视野与经济学的理念，沿
波讨源，振叶寻根，凸显了以书画组织、笺扇庄
画行、展览事项、报刊推荐等构成的市场化运
作、商品化推介、社团化契盟与润格化销售。如
豫园得月楼书画善会的组织架构、平远山房的
法帖、一粟庵雅集、中国画会上海本埠会员通讯
录、1929年《国粹月刊》、1930年《墨海潮》的问
世、朵云轩、九华堂的名笺、1941年文艺善会举
办的征募寒衣书画卷、众多画家的润例等。本
次联展由此也揭示了在上海这个近现代意义的

城市中，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商贸发展活跃的社
会氛围中，真正形成了一批城市化的职业画家
群体，他们的创作走向、审美方向与价值取向，
标志着海派画家群体正式登上了艺术舞台，从
而代表着中国古典绘画的终结，近现代绘画的
发轫。一个展览，能显示这样一种流派史意
义，其在历史效应与艺术作用上是达到了最大
化的。

海派绘画的兴起，海派画家群体的形成，有
力地激活了整个海派大文化圈的综合活力与能
量，而城市文化的提升与变革，又极大地推动了
海派绘画的发展乃至于海外的扩展。本次联展
充分发挥历史博物馆的文献优势与史料资源，
在这方面第一次做了翔实的展示和系列的介
绍。如当时的个人展览、名家联展、社团展览、
师生展览、古代书画展览、全国联展乃至海外交
流展等，佳作芳华，精彩纷呈，完全可以和文艺
之都巴黎相媲美。如1929年的《美展》、1933
年的《欧洲中国美术展览会展出作品》、1936年
的《中国画会第六展展览会作品》、1932年关紫
兰展览会的宣传海报、汪亚尘绘画展览现场照
片等。海派绘画创作的兴盛，也有力地促进了
理论学术的研究及美术报刊书籍的出版，从而
形成创作与理论的双向同构。如1885年版的
《海上名人画稿》、1909年的《神话国光集曾刊
画册》、1912年《真相画报》的创刊、1932年《画
学月刊》的创刊、1934年《美术生活》的创刊等，
从而彰显了上海是近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重
镇。正是由于海派绘画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为
美术教育提供了优越的师资，特别是1912年上

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创立，更是开中国现代美术
教育之先河。为此，本次联展对上海美术教育
及艺术成就作了校史式的陈列，从而造就海派
绘画百年的精英之路与大师之门。

艺术创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只有在体现
并反映在人的社会活动及审美取向的系统中，
才能实现其价值的确立与公共的响应。海派学
者张鸣珂早在1923年出版的《寒松阁谈艺琐
录》中就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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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上海绘画艺苑的兴盛，
有力地吸引了江浙沪皖及各地画家来此群雄逐
鹿、从艺鬻画，他们在继承历代传统画派的基础
上，吸收西方绘画技法，融会变通，传承创新，题材
雅俗共赏，笔墨精湛生动，色彩绚丽雍容，气韵酣
畅淋漓，个性鲜明，风格多元，从而使海派绘画高
原与高峰并峙。为此本次联展作了谱系式的梳
理、流派性的归纳与群体性的叙事。如以钱慧
安为首的“城隍庙”人物画；以“沪上三熊”为代
表的新市井画；以“四任”为主的历史人物画；以
任伯年为代表的中西兼融画；以赵之谦、吴昌硕
为领军的金石大写意画；以“三吴一冯”为代表的
时新山水画等，可谓是“无限春风来海上”，笔墨多
姿，艺兼众美，从而真正形成新兴的城市图式与
海派画风，并与国际美术创作接轨。为此，当时
的英国《画家》杂志在评论任伯年的绘画时特别
指出：“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梵高相若，在十
九世纪中为最有创造性的宗师。”

从更宏大的背景上来讲，本次联展是为了
响应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促进江浙沪皖

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完成一次从“何
以海派”抵达“何为海派”的艺术巡礼与名作共
赏。为此，各参展的博物馆纷纷拿出馆藏珍品，
使联展呈现相当豪华的阵容。如上海市历史博
物馆拿出已珍藏了三十多年的镇馆之宝——海
派绘画巨擘任伯年创作的八尺《观剑图》。整幅
画构图严谨饱满，笔触精致细腻，色彩典雅古
艳。尤其人物的刻画形神皆备，场景氛围惟妙
惟肖，勾勒衣褶的钉头鼠尾更是抑扬顿挫、斩钉
截铁，绝非是临摹复制之作可比拟的。浙江省
博物馆提供的任熊的《麻姑献寿图轴》，是他晚
年的代表作。其人物画深得陈老莲之法，人体
造型高古，线条劲挺流畅，色彩雅致浑朴，气韵
生动祥和，雅俗共赏而自创新法。南京博物院
展示的任薰四条屏，也是巨构佳制。任薰是一
位技艺全面、造诣精深的大家，他的人物画娴静
悠逸，用笔精致遒劲，设色鲜活富丽，讲究题材
的吉祥典雅与视觉效果的丰满和谐。安徽博物
院也提供了不少海派绘画的名家名作，如潘玉
良的国画《豢猫图轴》，画面清新，气息隽美，猫
用极简练的线条勾勒，显示了高超的造型能力，
而猫后的树叶则采用了油画的上色法，颇有肌
理质感。画上的长跋由张大千所题，是谓书画
双璧，诗意盎然。

可见本次联展对如何进一步利用整合与发
挥共享长三角的艺术资源，推动该地区绘画创
作的交流与提升，从而宏扬民族精神，确立文化
自信，是具有启迪性意义与践行性作用的。

（作者为艺评人）

从“何以海派”抵达“何为海派”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百川汇海——江浙沪皖海派绘画名家精品联展”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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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任薰《人物四条屏》之一局部

近日，上海博物馆推出馆藏宋元古籍展“玉

楮流芳”，共展出了66件产生于宋元期间的馆藏

文献，类别包括写本、刻本、拓本，涵盖了古代文

献生产的全部方式，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又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展出的展品中，有50件左

右是第一次展出，故而对于传统文化的爱好者而

言，此次展览无疑是一次不容错过的盛会。

事实上，展览不仅是对于文物的简单陈列，

也是对于过去研究的展示和总结，更是触发相关

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良好契机。大约十几年前，我

曾经写过一篇《寻亲记》，后来收入到论文集《古

艳遇》中。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写道：“每当社会

动荡的时候，总会出现亲人离散、长物散佚的情

况。而等到了国泰时平之际，大家又往往想尽办

法来团聚，人是这样，东西也是。对人而言，由劳

燕分飞而至破镜重圆，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

人都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对于物品来说，由

聚而散，再复相聚，则难度要大一些，需要有心人

来帮助完成，图书典籍尤其是这样。话说中国五

千年的文明，主要就是通过各类典籍的记录留存

至今的，但存佚聚散，也总是以各类典籍最甚。

尤其是近代以来，战祸不断，汉家文物，更是饱受

摧残，牛弘‘五厄’之说，已经远远不能概括我国

典籍之散亡情况了。因此，对于典籍的聚散分

合，需要我们更多地留意，来帮助它们重获团聚，

乃至退而求其次，帮助它们得知彼此间的切实消

息。”并指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康有为《大同书》

手稿，宋毛晃增注、毛居正重增的元本《增修互注

礼部韵略》，鲁訔编次、蔡梦弼会笺的南宋嘉泰开

禧间建安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所附录

的年谱二卷、诗话二卷两册，都可以与其他收藏

单位的对应藏品合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同一

部书，而因种种缘由被迫仳离的。而后两者，就

可以在此次展览中见到实物。

但当年因条件所限，很多藏品信息还不够透

明，因此这一寻亲工作实际上并未完

成。随着展览工作的展开，我们欣喜地

发现，这次展出的展品中，还有几种可

以找到他们失散已久的亲人。

北宋开宝六年癸酉（973）杜遇金银
字写本《妙法莲华经》。此经全本七卷
二十七品，上博所存系第一卷卷端佛画

及题记，原为经摺装，现以所残存三幅

改裱为手卷。又存卷五全卷，有“南海

康有更生所藏金石书画”朱文方印。而

上海图书馆又藏本经卷六（812442），首

题：妙法莲华经卷第六（金字）。中存：

随喜功德品第十八（金字）、妙法莲华经

法师功德品第十九、妙法莲华经常不轻

菩萨品第二十、妙法莲华经如来神力品

第二十一、妙法莲华经嘱累品第二十二、妙法莲

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尾题：妙法莲华

经卷第六。下朱笔题：“董诰”。又存题记：“信佛

弟子杜遇，特发志诚敬写金银字《妙法莲华经》一

十部。/奉为四恩三友普及一切有情自他，同得福

德智惠二种/庄严，读诵见闻俱登佛果。时开宝六

年癸酉六月十二日题。”此卷扉页亦存佛画（缺半

幅）。卷端钤不规则菱形朱印：“维新百日出亡十

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行六十万里”。

卷尾钤“万木草堂”“张子武”印各一方。与上博

所藏两本题记完全一致，故知应为同本，当于上

世纪50年代上海文管会分家时分藏两处。

“大和宁国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
本为“八十华严”，卷中所标之“大和宁国藏”，缘

起及具体情形尚不详。然《秘殿珠林续编》载此

“大和宁国藏”两卷，分别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十，千字文帙号“平”；《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

七，千字文帙号“育”。又国家图书馆存此藏《大

方广佛华严经》卷五，每纸三十行，行十七字，千

字文帙号为“平”，有“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

鉴玺”等印。2019年，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春季拍

卖会上亦出现两卷《大和宁国藏经》，分别为《华

严经》卷五十一与卷五十二，千字文帙号“首”。

耶鲁大学存有日本耶鲁学会所赠该藏该经卷第

二十一，另据京都大学梶浦晋博士调查，日本诸藏

目中记载约26件《大和宁国藏经》，惟其存世情况

如何？尚需进一步探研。李际宁先生以为，以目

前披露诸卷而论，知“大和宁国藏”特点有二：一是

所收仅系《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本；二是所用

千文帙号与《辽藏》同，为“平章爱育，黎首臣伏”。

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刻本《大方广佛华严
经疏》六十卷存卷十六，南宋两浙转运司刻本《大
方广佛华严经疏》一百二十卷存卷五十四、卷一
百一，南宋刻《金刚记外别解》四卷存卷二。此三
种均为叶恭绰旧藏。其中第一种，现在日本静嘉

堂存卷一至五，卷七至九，卷十一、十八、二十、二

十九、三十，共十三卷。又卷一、卷二、卷三后分

别存有绍兴十六年、绍兴十五年请印愿文，又卷

二十九有未标注时间之请印愿文。第二种两浙

转运司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疏》，今日本静嘉堂

存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三十、卷三十一、卷四

十七、卷五十四、卷五十六、卷五十七、卷六十三、

卷六十五、卷八十四、卷八十五、卷八十六、卷九

十、卷一百一、卷一百四、卷一百五，凡十七卷。

各卷皆非完卷，残文参差不齐。又日本御茶之水

图书馆藏此宋两浙转运司刊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疏》卷五、卷四十一、卷四十五，凡三卷。又苏州

博物馆存卷一〇九。第三种《金刚记外别解》，日

本高山寺存卷一、卷三、卷四及卷二第十七张至

第四十五张。与此本恰可补足。而日本所藏部

分，已被日本“文化财审议委员会”确认为“日本

重要文化财”。

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1173）解
州天宁寺刻赵城金藏本《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

一卷《佛说弥勒来时经》一卷。众所周知，现存赵
城金藏系赵城广胜寺请印本，现存中国国家图书

馆4815卷、上海图书馆有12卷、北京大学7卷、上

海博物馆2卷、广西博物馆2卷、河北大学图书馆

1卷、中国台湾地区3卷。此外，日本各大博物馆

和高校图书馆等藏有40多卷，德国巴伐利亚州立

图书馆1卷。此本之两卷，不见于国图藏品中，当

为其中逸出者。赵城广胜寺印本为元中统二年

（1261）补刊本，当时广胜寺首僧主美主持“广胜

寺印藏经会”募捐，自燕京请印。再由赵城当地

庞家经坊粘合装裱，加装刊有“赵城县广胜寺”右

耳之“释迦遗教图”或名“释迦涅槃说法图”，现存

赵城藏，基本全是这样的面貌。

宋刻《后村居士集》，存卷十九至二十《诗
馀》，为黄丕烈、汪士钟、蒋祖怡、吴湖帆旧藏。
按：国家图书馆藏同版宋刻《后村居士集》，存卷

17、18、43、44四卷。为汪士钟、缪荃孙、蒋祖怡、

郑振铎、陈君葆旧藏。汪士钟的《艺芸书舍宋元

本书目》有《后村集》六十卷，或非此本。但当时

此书应该已是残本，汪氏判断失误也非

常有可能。又据《艺风藏书续记》，缪荃

孙藏本原为卷40-46七卷，其中第46

卷曾见上拍。根据藏印，可以判断，这

些残卷与上博本本都为同一部。现可

见国图所藏部分残卷，与上博本不仅藏

印多合，又有相同的朱笔校改痕迹。

北宋拓《集王圣教序》一册，十八
开。剪裱本。八行“百重寒暑”之“重”
字中间“田”部完好无泐；十五行末“圣

慈所被”之“慈”字完好，惟起笔与斜贯

的细裂纹重合，右上角未泐，“丝”部字

口爽利；二十一行“久植胜缘”之“缘”字

左下不连石花；二十四行“波罗蜜多心

经”之“蜜”字中间“必”部完好，下“虫”部有一点；

二十九行“尚书高阳县”之“尚书”二字完好；三十

行“文林郎”之“林”字已有极细裂痕。为北宋拓

本。册尾有董其昌跋。经张应召、清内府旧藏。

张应召旧藏本，向来根据上海图书馆藏本末李守

跋，以为仅存二本，一为旧装本，即上海图书馆

本，存王际华、翁方纲跋，曾经清内府藏；又有整

装本，经李守改为剪裱本，校上图本拓工较佳且

略早，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今上海博物馆藏

本，亦为张氏旧藏，钤“南唐张应召家藏图书印”

“石蒲斋书画印”“乾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

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桢卿父”等朱文

印，“懋勤殿鉴定章”“宗伯学士”“董玄宰氏”“冯

可宾印”“张应召印”等白文印。著名碑帖专家仲

威先生以为，较上图本而言，上博本不仅传拓时

间更早，且存董其昌手跋，又有懋勤殿、宣统等内

府藏印，故价值更高。又此本系明库装本，可知

明时李守虽为张氏友人，其实对于张氏所藏并非

完全清楚，如这一本他就未曾目睹。此本之精良

过于向以名品著称的上图本，与此次同时展出的

吴乃琛旧藏本、王文治补录本，都是北宋拓本，良

堪宝贵。

宋拓《大字麻姑仙坛记》，存二开。《大字麻
姑》原碑早已不知去向，现存宋拓约十本左右，分

藏海内外。上博存此残本字口清晰，拓工也较

佳，只是仅存二开，实在令人遗憾。但令人欣喜

的是，据仲威先生见告，上图存有赵之谦题跋沈

树镛、龚心铭递藏本，据同治三年（1864）赵跋：

“均初同年以重贾购此相示，乃得见是刻真面

目，诧叹累日。旧裱剪贴，已失七十八字……”

今此二开，正与上图本相合，本系上图本的第

14、23开。160年前，赵之谦就在遗憾的缺失，竟

然在今日得以弥补。虽然仍旧分藏两地，但不过

十几分钟的车程，便可团聚，不能不说是金石奇

缘了。

宋拓《兰亭续帖》存二册，大致为此帖前半
部。第一册自汉张芝草书至五代郭忠恕，共41

帖，末有董其昌、王文治跋。第二册存“兰亭续帖

卷第三”之题首，主要是王羲之帖，卷末有王世贞

题跋。此册系王世贞当年集合三种古帖而成，有

不属于《兰亭续帖》的部分，如第17-22帖，显然

为另一刻本。而23-26帖则为宋高宗赵构所临

王右军书，又为另一刻本。都与《兰亭续帖》无

关。2016年4月，故宫自孟宪章处购得该帖残本

一部，存卷4、5、6三卷，与上博本除少量重复之

外，基本可成全帙。《兰亭续帖》的刻时、刻地及底

本来源，现在还不能确认，故而南北两残册合璧，

可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文本依据，可以说是

相关研究起步的基础。

总而言之，文献的合璧需要很多契机，展览

无疑就是其中之一。以此为开端，通过进一步挖

掘、研究，让更多的“同胞”和“表亲”团聚，其实也

是我们研究人员的一项重要使命。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循着展览，为古文献寻找失散多年的亲眷
从“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说起

柳向春

▲上海博物馆藏《妙法莲华经》局

部，北宋开宝六年，杜遇写本

▲上海博物馆藏宋拓《集王圣教序》册

▲上海博物馆赵城金藏《佛说弥勒下生

成佛经》等两卷

▲上海博物馆馆藏宋元古籍展“玉楮流芳”不仅是对于文物的简单陈列，也是对于过去研究的展示

和总结，更是触发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良好契机。图为该展现场（摄影：叶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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