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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唐云
与沪西长宁中一村

雅号“杭州唐伯虎”

唐云出生于杭州，父亲是参
药店老板。他小时候喜欢画画，经

常跑去裱画铺子里玩，时不时向
父亲的书画好友讨教学习。一场

突如其来的大火让唐记参药店倒
闭，家道中落，18岁的唐云便拿起

画笔讨生活。当时，唐云精心画了

一批山水扇面，到扇庄出售。没想
到，又便宜又好看的山水扇面被

一抢而空。“唐云”“唐寅”，音同字
近，有些人还以为买到了一把唐

寅的画扇，到处宣传，逐渐就传出

一个“杭州唐伯虎”的称号来。“杭
州唐伯虎”名气越来越大。日军侵

华后，朋友若瓢和尚请唐云去上
海，说上海的书画市场不错。1938

年，初到上海的唐云便寓居中一
村 5号（现江苏路 46弄 5号）。

中一村包括：江苏路 46弄、

54弄、62弄、70弄、78弄。中一村
建于 1932年，初名中央一村，后

改今名。中一村有楼房 56幢，分
列六排，住宅居室宽敞，每户均有

厨房、卫厕、马赛克地面，曾经是

长宁区内的高级住宅区之一。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苏路拓宽时，
中一村沿路的部分房屋被拆。

画作“高雅可嘉”

唐云当时居住的江苏路上常
有弃尸孩童，他的第四个孩子也

因患病未能及时医治而夭折。因
痛感国难家贫，唐云曾以一幅“钟

馗与鬼”图控诉现实，希望“让老
鬼与新鬼都去吃那些发国难财

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唐云潜心艺

术。他与傅雷同住江苏路上，相距

百米。关于唐云，傅雷有四个字的
评价：“高雅可嘉”。在颠倒黑白的

年代中，傅雷不堪忍受屈辱，欲自
尽，唐得知后，连夜赶到傅家，力

勉其要积极地生活下去，然而终
未奏效。

晚年，唐云集多任于一身：上

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名
誉院长、中国美协上海市分会副

主席等。1993年，唐云因病去世，
享年 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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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著名画家，字侠尘，别号药城、药尘、药
翁、老药、大石、大石翁，画室名曰“大石斋”“山雷
轩”。唐云曾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
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上
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代院长、名誉院长等职，唐云旧
居就在沪西长宁的中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