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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对话

叶舟凌利中熊月之解析：回望徐光启、王圻至晚清冯桂芬，上海文化如何传承

一脉相承的开放传统也是文化自信的传统

▲叶舟主持，与凌利中、熊月之进一步探讨晚明的民本思想与创新开放

整理 李念 杨颖 摄影 周文强 版式 李洁

▲《淀湖送别图》局部 元 李升，上海博物馆馆藏，凌利中称其为上海版《富春山居图》

▲《曲水园图》局部 明 文嘉，上海博物馆馆藏，所绘场景为明代董宜阳（董其昌叔伯）别业（现

闵行马桥镇友好村）。以上两幅画作均在上博东馆新开的“海上书画馆”首批展览中

总结的时代：传统与
外来文化的结合

叶舟：清朝著名诗人吴伟业曾来华漕，看
王圻留下的梅花，看他出版的那些书，写下“平

生贪著述，零落意如何”诗句。结合之前写《王

圻传》体悟，我认为，到了王圻、陈继儒所处的

晚明，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成熟期，无

论是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技术都到了一

个总结的时代，而此时又有一些域外的新知

识、新思想的传入。如何总结原来传统文化的

思想，又纳入新思想？正是当时那些士人们所

怀有的一个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

下，才会产生王圻、陈继儒、徐光启这样的典型

人物。

身处历史进程中，王圻等
著作催生《农政全书》等

这些总结性的人物大部分来自哪里？来

自上海。像陆楫的《古今说海》、张之象的《唐

诗类苑》，包括王圻的《三才图会》《稗史汇编》，

像陈继儒《宝颜堂秘笈》，催生了后面影响非常

深远的两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陈

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王圻、陈继儒、徐光

启、陈子龙、董其昌，其实就是身处历史发展进

程中，我们就应该在历史发展进程当中来看这

些人。

中国的传统绘画在这个时期也正是总结

时期，而负责承担总结历史使命的人，同样来

自于上海，就是董其昌和陈继儒。请凌主任

详解。

从南朝顾野王始积累书画
文脉，至元末松江“聚天下势”

凌利中：提到上海艺术史上令人骄傲的
董其昌，我办过一个现象级大展《丹青宝

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吸引了海内外

众多学者前来观摩。在我看来，北宋以降，文

人画兴起至今700年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人

物就两三位。如说三人，第一是苏东坡、第二

是赵孟頫，第三就是董其昌。如说二人，赵孟

頫和董其昌。

董其昌影响身后400余年，左右了后面的

画史。为什么这个创新点在上海这片土壤中

能够产生？2021年，我从上海千年书画史的

角度进行了梳理，从书画史角度来说，创新和

传承有关。传承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文，一是

书画鉴藏包括藏书。从人的角度来说，宋元衣

冠南渡，大批江左名姓、望族世家、官宦世家与

文坛盟主聚集于松江一带。就著述风气而言

即有悠久的传统，比如公元六世纪末善丹青的

南朝顾野王的就著有《玉篇》，元代王默赴京编

撰《金字释典》。书画著作上，有宋末元初的邓

继编了第一部南宋画史《画继补遗》，元代曹昭

的《格古要论》是第一部文物鉴赏书，元代夏文

彦所编的《图绘宝鉴》是书画史上第一部通史

性质的书，再如明代陶宗仪的《画史会要》《辍

耕录》等。

我在展览里也对上海的书画鉴藏史做了

梳理。元代尤其是元末，上海地理位置十分特

殊，当时黄浦江还没有今天的规模，也不像苏

州、杭州那样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些文人士大

夫喜隐居于青浦、松江、奉贤包括闵行一带，像

黄公望、杨维祯等等，他们有很多收藏，与江浙

地区的人文往来亦十分密切。用文徵明的话

来说，元末松江一带叫做“聚天下士”，对几百

年后的董其昌来说，就生长在这片人文和鉴藏

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壤上，他时常提到“吾乡先

辈”，这种传统于晚明又形成一个高峰亦是顺

理成章，这是纵向积累。

这里展示两幅画，第一幅是《淀湖送别图》

卷，我称之为上海版的《富春山居图》，创作于

1346年的元代。大家知道淀山湖因淀山而命

名，比杭州西湖大10倍。这两座山非常写实，

一座叫淀山，一座叫箕山，前者海拔12.8米，至

今仍在，尚有元代两口古井。唐宋时，淀山在

湖里面，宋元以后才变成陆地，山上建有大雄

宝殿等建筑，一直以来是历代文人雅集之所。

因此，这是一座由历代文学家、画家诗画描绘

过的千年历史文化名山。从这个角度来说，许

多元末文人也成为了董其昌口中常常提到的

“吾乡先贤”，这幅画作非常重要。

另外一幅《尚友图》轴，是晚明士人的一个

群像，包括嘉兴的李日华、项圣谟，松江的董其

昌、陈继儒等，形象展示了当时上海文坛巨儒

书画大家的真实面貌，非常珍贵。

晚明又达一高峰，董其昌
从实践理论上超越前人

从横向来看，跟王圻几乎同时代的，居住

于今打浦桥、肇嘉浜路一带的顾氏家族于著作

出版方面的贡献一样突出，如顾从德编了第一

部印谱——《集古印谱》。

明中叶，包括上海在内的收藏可以称为

“四分天下”，即上海的“顾（从义）、陆（深）、张

（张应文）、何（良俊）”，其中顾氏家族收藏作品

极为顶级，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在紫禁城藏有

三件书法宝贝，专门筑室曰“三希堂”；藏有包

括现藏大英博物馆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卷在内的四件绘画珍品，筑室并命名为“四美

具”。大家知道这“四美具”于500多年前收

藏在谁家？就是跟王圻几乎是同时代的顾从

义、顾从德家族，其家有林亭楼阁，有“玉泓

馆”等景，文伯仁（文徵明侄子）为顾氏园林专

门画了一张十多米长的《南溪草堂图》卷（现

藏故宫博物院）。顾家还翻刻了包含历代书

画法103人420帖的《淳化阁帖》。

再如陆深和陆楫编《古今说海》，陆、顾都

是亲戚，文化活动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

如豫园主人潘恩、潘允端父子收藏了董源的

《龙宿郊民图》轴等，彼时上海书画收藏之丰，

影响了周边地区，比如文徵明、沈周等经常划

着船从苏州到来上海顾家要看米芾的行书

《蜀素帖》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晚明的董其昌，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时

代，他站在了制高点，登高一呼，不仅从理论

上，更从书画实践上超越了前人的高度。

晚明政治：黑暗打断
了创新，士人另有希冀

叶舟：这个时代的画是总结的时代，也是
一个创新的时代。但正如上一次讲座提到的，

徐光启为我们打开了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很快

就关上了。为什么会关上，我们当然要提到晚

明的政治。

“晚明三大案”导致的政治
黑暗、混乱打断了文化创新

王圻去世时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

年。这一年的农历夏五月发生了一个很奇特

的案件，一个人突然闯到皇太子朱常洛所在

的慈庆宫，打伤了一个宦官。这是晚明政治

中非常重大的案件叫做“梃击案”。梃击案、

红丸案、移宫案是“晚明三大案”，导致了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的晚明党争，加上万历常年不

上朝，崇祯疑心作祟，还有宦官专权，导致晚

明整个政治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黑暗和混

乱，所以不到30年的时间，1644年明朝就灭

亡了。

这段历史对中国整个传统文化都产生

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樊树志先生的《重写晚

明史》五卷本，建立在一个全新世界大变动

格局之下来看晚明的历史，同时用笔很细，

把整个晚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文化、经

济、思想都描绘得非常生动。细读该书，会

对这个时代及其背景所造成的影响有更加

深入的认识。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重新来看

王圻半隐，陈继儒是全隐，董其昌

是潜隐。

熊月之：人们曾持续地讨论，
明朝灭亡和以前灭亡有所不同。

南宋灭亡以后，有那么多人跟着南

宋皇帝跳海自杀，明朝怎么没有

呢？很多权臣在朝廷上争的是自

己的权力，而不是对国家和王朝的

忠诚，因此也不会殉国。更重要的

是王圻和陈继儒对方孝孺的案件

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对政治表

示一定的距离是题中应有之意。

中断的晚明种子，
在晚清近代重新被拣
起来发芽

叶舟：正是政治局势的变化，特
别是明清易代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

很多的进程。今天我们觉得王圻和

陈继儒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但是清

代修《四库提要》时，馆臣对陈继儒

和王圻多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

背后就是清代和明代学术取向大不

相同，两人所做的很多贡献，在这段

时期就埋没在历史进程中。当然我

们也不能说它是完全中断的，到了

近代之后，它们作为一颗种子，重新

在新的土壤中发芽。

刚才熊老师提到陈子龙的《皇

明经世文编》，后一轮编撰《经世文

编》的热潮就在晚清，最初是贺长龄

和“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随

后各种《经世文编》基本上都在上海

刊印，比如上海人葛士濬以及主要

活跃在上海的盛宣怀都是主要的编

纂者。从这里开始，他们把之前的

传统重新拣起来，在一个特定土壤中重新让它

发芽生根。其实绘画也是一样的，到了清初有

一个绘画高峰，四王、“清六家”，之后有很长的

停滞期，到了晚清，海派绘画又给了中国绘画重

新的生命力，请凌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董其昌绘画雄心:提出“笔
墨论”、昭示“笔性论”，影响
400年

凌利中：董其昌很智慧，不卷入党争，他用
大量的精力去嘉兴、无锡等处看私人收藏，在

仕途上好像没有雄心，但是在艺术上有。如所

周知，董其昌要跟赵孟頫在书画上媲美、要一

比高低，而董其昌的超越是有一个过程的。

董其昌所处的明末画坛，面临并需解决的

主要有以下四大问题：一是反思吴门画派及其

后续的局限；二为总结浙派及其末流之失；三

需摆脱史无前例艺术商品化的巨大冲击；四是

需从艺术史发展高度梳理前代画史，并寻求出

超越的理论。

董其昌凭借其见多识广以及博采众长的

智慧超越前人，提出了“笔墨论”，昭示了“笔性

论”，将画史做了梳理，提练了著名的“南北宗

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之后清初六家也好、

四高僧也好，几乎都在他的理论影响之下而有

所成就，换言之，没有董其昌，也没有八大，包

括近现代绘画和海上画派。

这张大家都拿到的《上海历代书画人文示

意图》上，梳理了自北宋以来上海绘画史上有

三大高峰，即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

包含书画史在内的上海文化史，显示了其底蕴

深厚、艺脉醇正、兼容并包、勇于创新的特色，

绵延至今，其创新并非一蹴而就。

对今天的启发：求真
实用，开放自信

叶舟：今天我们惊讶于王圻和陈继儒的著
作成就，感动于他们的民本思想。今天读他们

著作，都是用文言文所写，也许会感觉离我们

很远。所以就会发问：他们对今天的我们有什

么样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呢？

我认为是求真实用，以民为本。比如刚才

熊老师提到陆楫，他其实有不少在当时看起来

非常惊世骇俗的言论。

徐光启提出开放重要论、
必要论、有益论

熊月之：明代上海地区之所以思想那么开
放、文化那么发达，跟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

海运、棉、布、盐使得上海这个地方与市场紧密

联系在一起，造成经济相当繁荣，带来了各种

各样的分工，市场分工越细，社会高度卷入、创

新能力就越强，接着就带来了思想的创新。思

想创新最突出的几点都是惊世骇俗的。

大家都提到了徐光启很了不起。徐光启

指出了中国人不够重视形式逻辑；他还强调开

放三要点——开放重要论、开放必要论、开放

有益论：国家对外开放对外国有益处，对我们

也有益处，互相都有益处，但不开放将造成很

多困难，沿海人民都渴望开放。

陆楫提出消费有益论，与
海派文化有内在联系

与开放有关联的就是人们的消费观，提倡

消费主义好不好？明代正德年以后，整个江南

以苏州为中心，穿衣、吃饭、住房、建园林都崇

尚好的、美的，各方面都要强调以人自己为中

心，强调物质消费。对于这一反传统文化中的

消费观，陆楫专门写文章，强调消费的优点。

他说我们家乡又非产特产之地，但人们都喜欢

消费，如果大家都不去吃饭，餐厅里饭卖给谁，

旅游的人不去坐船，划船的人就失业了，因此

消费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就业。

这些消费观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这样有系统认识的还是第一人。

现在，无论是国内国外讲到中国经济思想

史，无不讲到陆楫。陆楫这种观点与他的学

识和眼光有关系。人们明白或者潜意识地

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释放出来，很多人没有

公开讲出来，但到晚明在各种场合会或明或

暗地表现。放到近代来看，海派文化和这些

都有内在关联。

冯桂芬的开放观点承自徐
光启，体现文化自信传统

叶舟：熊老师提到另一点也非常重要，就
是兼容并包，开拓创新，我觉得也是当时文化

给我们的一些启示。熊老师曾经提过传统中

国对外来文化有三种态度：全方位拥抱、全方

位拒绝、建立在中国文化的本位基础上对外来

文化的吸收和学习。无论是徐光启、陈继儒和

王圻，其实都是第三种选择的代表。

熊月之：徐光启时代天主教的西来与鸦
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入有所不同，后者与坚

船利炮相联系，而利玛窦时代是相对平等的

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没有被西方打败的屈

辱，因此也没有过于看不起他们，双方处于平

视状态。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学

习西方新知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因为人

们受战败屈辱影响，往往忽略了即便战败了，

我们也要细心鉴别西方文化的良莠。后来在

上海表现得非常突出，现在可以清楚看到脉

络是怎么传过来的。

在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在近代化过程中，

最睿智或者最彻底的一个人是冯桂芬。1861

年他写成《校邠庐抗议》，提出要办外语学校、要

学习西方。他提出最有名的论点跟徐光启是一

脉相承的：评判新事物，莫问其出处而只问好不

好，好则无论来自何地都学习它，反之就弃之。

冯桂芬这个观点在1861年提出来，石破天惊。

从王圻、陈继儒、徐光启再到冯桂芬，这是一脉

相承的开放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传统。

叶舟：从上海当时的江南文化到了近代的
海派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海派文化同样建

立在江南文化或者上海传统文化本色的基础

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重新看王圻、陈

继儒、董其昌、徐光启，他们就是在上海这片文

化沃土中结成的成果，他们共同组成上海文化

最灿烂的星空。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

海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对未来又有什么借鉴的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