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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寻找陈烟桥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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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得意弟子
陈烟桥与上海的缘分要从

1929年算起。那年，爱好美术的陈

烟桥如愿考入广州市美术专科学
校学习西洋画。这时，由鲁迅先生

编撰的《近代木刻选集》从上海传
到广东。“清新刚健”的画风让陈烟

桥思路顿开，开始转向木刻学习，

继而想到应该到其发源地———上
海，寻找“中国木刻之父”鲁迅。于

是，陈烟桥转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
学校学习，这也是陈烟桥走上木刻

版画艺术之路的发端。
20世纪 30年代，鲁迅在上海

倡导发起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
1930年 10月，鲁迅与内山完造合

办的外国版画展览会在北四川路
（今四川北路）举行。陈烟桥前去参

观，受到鲁迅的热情接待。陈烟桥
自此直接接受鲁迅教诲，投入到中

国新兴版画创作中。1934年 3月
28日，鲁迅在致陈烟桥的信中写

道：“我看先生的木刻，黑白对比的
力量，已经很能运用的了。”1934

年 10月，鲁迅自费出版《木刻纪

程》，收录了 8位作者的 24幅黑白
木刻作品，其中陈烟桥的《窗》《风

景》受到鲁迅的特别称赞。1936年
10月 19日，鲁迅先生因积劳成疾

去世。陈烟桥闻讯，急忙赶到鲁迅
寓所，怀着对导师的尊敬，含泪画

下鲁迅先生的遗容。从 1932年到

鲁迅逝世，陈烟桥与鲁迅的书信往
来多达 20余封。

旧居位于五原路
1939年秋，陈烟桥在重庆加入

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社，

担任美术组主任。其间创作了大量
维护人民利益、抨击黑暗势力的漫

画，宣传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斗
争。抗战胜利后，陈烟桥在上海从

事美术活动，1946年当选中华全国

木刻协会常务理事。1949年后，他
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美术

科科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
秘书长等。1959年，陈烟桥调往广

西壮族自治区工作，历任广西艺术
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广西

分会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

员会委员等。在广西，陈烟桥创作
了一批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木刻。

陈烟桥的版画以黑白木刻为
主，多表现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劳

动，手法写实，画风质朴，代表作有
《建设中的佛子岭》《鲁迅和他的伙

伴们》《黄浦江上》等，并著有《鲁迅

与木刻》《新中国的木刻》等著作，
出版有《陈烟桥木刻选集》。

陈烟桥在上海的旧居位于五
原路 281弄 6号花园住宅。房屋为

假三层砖木结构，房屋外立面为淡
黄色水泥拉毛墙面，方形钢窗，窗

上方有菱形装饰图样。南立面设有
梁板式阳台，雕花镂空铁栏杆。红

瓦坡屋面，木结构挑檐。一层入口
位于房屋东

侧，拱券门

洞。三层西
侧有阁楼，

房前有小花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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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烟桥（1911 年—1970 年），广东
人，中国现代著名的美术活动家、教育
家、版画家。陈烟桥毕业于上海新华艺
术专科学校，后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
盟。1933 年后，在鲁迅先生鼓励与支持
下，投身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成为中国
第一代版画家代表人物。陈烟桥是鲁迅
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也是鲁迅与上海木
刻界的重要联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