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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迁居上海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苏州一个书香世

家诞生了一个日后震撼艺坛的新生命，他就是
吴湖帆。对于书画，吴湖帆有着与生俱来的爱

好。童年时，他以东涂西抹为乐，他家的房前屋
后乃至家中的几案旧纸上都布满了他的“作

品”。从弱冠之年起，吴湖帆更自觉地潜心画学。
1915年，出身于簪缨之家的才女潘静淑，成了吴

湖帆的妻子。那年潘静淑 30岁，岁逢辛酉，与宋景定刻
《梅花喜神谱》干支相合，其舅潘仲午即以所藏《梅花喜

神谱》相赠，于是吴湖帆将其寓所取名为“梅景书屋”。
1924年，当古城苏州被军阀混战的炮火所笼罩

时，吴湖帆带着家人来到了上海嵩山路 88号的一栋三
层小楼定居，于是“梅景书屋”迁到了上海。这栋小楼是

吴湖帆的好友，画家冯超然为其代为租赁的，冯超然一

家居住在相邻的 86号。冯氏长吴 12岁，与吴湖帆、吴
待秋、吴子深在上海画坛有“三吴一冯”之称。

旧居曾群英汇聚
吴湖帆租住的嵩山路 88号后来成为上

海画坛的群英聚会之所，小楼一楼是吴湖帆

与陈子清合办的书画事务所。陈子清为吴湖
帆表兄，也同为草桥中学同学，早在苏州时

期，陈子清已开始经营吴湖帆书画。在上海合
办书画事务所时，场面上一切皆由陈子清料

理，吴湖帆的主要精力放在书画方面。建筑二

楼朝南正室就是“梅景书屋”，吴湖帆会客、教
学生都在此处，屋中有壁炉、罗汉床、藏画柜、

八仙方桌等，四壁悬挂元明清字画。据去“梅

景书屋”拜访过吴湖帆的前辈回忆，吴湖

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居住在那里，他

穿着中式短装，梳着四六开的分头，浓眉

大眼，南人北相，言谈“海派”，虽旧学功

底深厚，但决不“拽文”。

除了“梅景书屋”，吴湖帆曾给这栋小楼

起过 24个斋名，皆以所收藏的古代书画文物

命名，如“四欧堂”，源于 4部宋拓欧阳询帖；

“玉华仙馆”来自被郑逸梅先生形容为“凝脂

积雪”的御赐玉华砚；“宝董斋”是因为富藏董
其昌墨宝⋯⋯吴湖帆和妻子潘静淑的收藏之

富可想而知。遗憾的是，这栋小楼已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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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海
上画派的一代
宗主，在上海度
过了他的整个
艺术生涯。资料
显示，吴湖帆一
生仅长住过两
个地方，一是祖
宅苏州葑门内
南仓桥十梓街
172 号，二是上
海 嵩 山 路 88
号。

嵩山路88号见证了吴湖帆艺术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