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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炳鑫晚年住在“四明体育弄”

顾炳鑫，上海宝山人，著
名连环画、版画、中国人物画
画家，被誉为“中国新连环
画的开拓者”“白描圣手”等。
顾炳鑫的旧居位于愚园

路520弄27号，弄口架有拱
门状的“四明体育弄”五个大
字。1955年至2001年，顾炳
鑫居住于此。

神州导览

甘肃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俗称雅丹魔

鬼城，位于玉门关西北，主要是风蚀作用而形

成的第四纪地质遗迹和自然地理大漠景观，是

中国最美的三大雅丹之一，也是敦煌地质公园

的组成部分。

雅丹，意为陡峭的土丘，是干旱地区的一

种风蚀地貌，被认为是世界地学的一大奇观。

敦煌雅丹地貌形状各异，高低错落，妙造天

成。雅丹地貌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

过程，由湖底沉积、地壳变化、雨水冲刷、劲风

侵蚀而成，形成规则的沟谷、高矮不等的土岗

和刀刻斧凿的雕塑。敦煌雅丹地貌是迄今为

止世界上发现的规模最大、地质形态发育最成

熟、最具观赏价值的雅丹地貌群落。由于夜幕

降临之后，强劲的风发出恐怖的啸叫，犹如千

万只野兽在怒吼，令人毛骨悚然，雅丹“魔鬼

城”也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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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雅丹遗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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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作《渡江侦察记》
顾炳鑫出身贫寒，只上过几年小

学，但是在绘画方面颇有天赋。他在当

学徒、打零工的间隙，坚持自学——画

漫画、搞木刻，乐此不疲。

1941年夏，18岁的顾炳鑫在《艺玖

画报》上发表处女作——木刻作品《穷

缝妇》。此后，他忙于生计，在地产公司

当过小职员，到电车公司当过售票员，

还与别人合伙摆摊修理自行车，但空闲

时仍不忘画画。

抗战胜利之后，顾炳鑫的漫画在郑

振铎、唐弢、柯灵任主编的《民主》《周

报》等刊物上发表，笔名“甘草”。新中

国成立后，有一天，他在一家书店里看

到了描绘解放区的新连环画，顾炳鑫

回家拿起画笔。他挑了赵树理的短篇

小说《小经理》改编为连环画，从此开

始职业连环画生涯。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顾炳鑫进入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顾炳鑫的画风

严谨而写实，朴素中带有趣味，其最著

名的连环画是发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的铅笔素描作品《渡江侦察记》。为了

画出真实感，顾炳鑫下到部队进行体

验生活，相当认真刻苦。功夫不负有

心人，这部画作最终成为了顾炳鑫的成

名作。

1984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建立，

顾炳鑫调任国画系主任，开始从事美

术教学工作。

体育弄堂老上海风情浓
顾炳鑫出生在上海老闸北的梅园

路上，因为家里贫困、居无定所，终日

为生计所累。他十多岁时才和父母在

静安区常德路一户人家的晒台上安顿

下来。

顾炳鑫32岁时搬到愚园路520弄

27号——一栋黄墙拱门窗及红瓦带老

虎窗的老房子，一直住到他78岁辞世。

愚园路520弄是一片西班牙式的联

排别墅，建于1936年，上海市第五批优

秀历史建筑。弄堂口的墙上安放着一

块不太引人注目的铜牌，记载着：顾炳

鑫（1923—2001），著名版画、连环画、中

国人物画画家。早年创作版画与漫

画。中年从事连环画创作并研究古代

版画及线描，被誉为“新连环画的开拓

者”，1955年至2001年居住于此。

愚园路 520弄，又叫“四明体育

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附近居民自

发在弄内开展了各种体育健身活动，后

来民间的“体育弄”得到了官方认可，挂

了牌，这条弄堂就成为了群众健身活动

特色小区。

走进体育弄堂，灰砖铺就的地上有

一道道整齐的跑道，空地上用彩砖铺出

来的是弄堂游戏“跳房子”的图形，再往

墙壁上看，滚铁圈、跳皮筋、踢毽子等

“九子游戏”图案，充满了浓郁的老上海

风情。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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