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屺老于1959年就搬到景华新村12号了，记

得我第一次拜访屺老时，他仅住三楼的一间，因

此显得有些局促。当时我对屺老讲：“住房显得

有些狭小，影响你画画吗？”屺老坦然地讲：“我

心安处即是家。我在这里用了三年时间，以黑

白照片为底本，先后临摹了从五代到宋元的大

幅山水。”1978年，政府迁走了一、二楼的居民，

三层全归屺老居住。由此，屺老的居住条件得

到了彻底的改善。屺老高兴地又将齐白石书的

“梅花草堂”匾挂出。从此，屺老开始了壮阔雄

丽、睿智超脱的暮年“变法”。

屺老是不甘平庸、富有追求、敢于变革的画

坛不老松。为了实现暮年“变法”的宏愿，他大运

动量地施墨泼彩、挥洒丹青。他能传承有自而深

入堂奥，打通中西而融贯变汇，广采博取而自辟蹊

径，从而使他的绘画具有貌拙气盛、质朴雄迈、老

辣苍莽的视觉张力、肌理效果及空间构造。

1981年，当年臻90岁高龄的屺老在上海、

南京、成都、北京成功地举办《朱屺瞻画展》后，

我专程登门采访。屺老取出为配合这次画展所

出的《朱屺瞻画集》让我观赏。那天屺老很是高

兴，显得容光焕发，说他在北京见到了老朋友李

可染、李苦禅、张仃等。师母在一边补充说李可

染看了画展后说他是“老笔纷披，墨沉淋漓。”李

苦禅说“这是真正的中国画。”屺老却在一边挥

挥手说：“嗳，这是老朋友对我的鼓励。”

坊间传说屺老于20世纪50年代后主攻中

国画，就不再画油画了。实际上屺老一直没有

放下油画笔，我去拜望屺老，时常看到他在画一

些油画小品。就坊间传闻，屺老曾对我解释道：

“实际上我一直没有放下过油画笔，只是不拿出

去罢了。我现在主要画些小品，也是为了找找用

笔、用色、构图的感觉。”特别是1995年7月，屺老

访美归来，画油画的频率似乎更高了，他告诉我

他在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再次看到了塞尚、凡

高、马蒂斯的原作，对印象派、野兽派有了更深

的了解。所以想再画画，以体验一种新的感觉。

梅花草堂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史留下了不少

璀璨的篇章。1990年3月，《朱屺瞻百岁画展》

在上海美术馆隆重开幕。1991年5月4日，百

岁屺老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中国共产党党

史上年龄最长的新党员。“白头唯有赤心存。”唯

其如此，融入了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

的梅花草堂，春色不老，岁月流芳，时光留香。

金秋时节，上海朱屺瞻艺术馆“重现
与回归”朱屺瞻与梅花草堂特展颇为引
人。在入口处的一个花坛中，屺老端坐
在梅树下，一手持笔，一手拿着速写本，
面带和蔼微笑，似一边写生，一边欢迎参
观者的到来。
朱屺瞻作为画坛寿星、世纪老人的

一生，可谓是融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红
色文化于一身。20世纪70年代末，我时
常在下午去巨鹿路820弄景华新村12号
“梅花草堂”拜望屺老。在菖蒲青绿、茶
香弥漫、午阳温煦中，倾听屺老的人生传
奇，观赏屺老的书画创作。

屺老的世纪人生、百年丹青、从艺形态，其本身

就构成了一部现当代的海派美术史诗和一座艺术经

典的丰碑。诚如作家柯灵所言：“百年来世局沸腾，

风云激荡，屺翁激浊扬清，从容度越，一心构筑他的艺

术天地。”我每次到梅花草堂，大都见到屺老在挥笔作

画，“屺老啊，你真是劳动模范。”我的话刚落音，师母

就在一边调侃道：“每天早上太阳刚升起来，老先生就

动笔了。所以阿拉叫伊‘太阳神’。”而艺界却称屺老

创造了“艺术的奇迹，生命的奇迹，中国的奇迹。”

朱屺瞻（1892～1996），出身江苏太仓浏河新镇

的商贾之家，原名增均。祖父工山水花卉，喜好书画

收藏，多有慈善之举。父承继家业经营酱园，极具规

模，产业遍布江南各地，喜植梅花。屺老在《梅花草堂

春意浓》自述中曾说：“我八岁丧母，所以老师讲到《诗

经 ·陟岵》时，我特别感伤，所以为我改名为‘屺瞻’。”

由此可见，屺老自幼就喜好梅花，而“梅花草堂”也构

成了屺老的从艺地图、人生舞台和精神家园。

梅花草堂与虹口的结缘

屺老对虹口有着特殊的感情，梅花草堂与虹口

也有着深厚的地缘。

记得1995年朱屺瞻艺术馆建成后，我曾问过屺

老，为何选址在虹口？在鲁迅公园内？屺老虽已是

逾百岁的寿星，但依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他扶了

一下眼镜框，以不紧不慢但充满感情的话语道：“我

只是一个瞎搨搨的画家，党和政府这样看重我，在虹

口鲁迅公园这块风水宝地为我造艺术馆，这真是我

与虹口的缘分！”是呵，虹口作为一个有情有义之

地，曾先后迎纳过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叶圣

陶、沈尹默等，而今又为一代海派书画大师朱屺瞻建

造艺术馆，使之成为上海又一张闪光的文化名片及

屺老百岁人生中最后一个重要的艺术之宫。

人的命运就像大海，波澜起伏，难以预测。从

1945年至1952年，屺老居住在位于南市的淘沙场果

育堂路，这是一座具有海派风格与江南风情的花园

洋房，装饰典雅，环境清静。花园中遍植梅树及四季

花卉，荷池锦鲤戏水，假山嶙峋奇崛，小径花香蝶

舞。梅花草堂分作西画室与国画室。人到中年的他

晨起临池学书，其米字功底就是此时打下的。早饭

后挥毫泼墨，效法八大、石涛等。然后就外出访友或

到酱园打理。下午回家后则大多是作油画，从野兽

派到印象派均有涉足。我曾听唐云先生讲过：“那时

的朱屺瞻有经商的背景，是上海画家中富裕的，他时

常邀请我们到他家中小聚吃饭，大家画画，喝酒，看

看他的藏品，蛮开心的。”

1952年，由于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冲击，

朱屺瞻的花园洋房没有了，书画藏品也变卖殆尽。

1953年，他一家六口人住到蓬莱路一弄堂的过街楼

中。狭小的空间，简陋的居室，梅花草堂的匾自然是

不能挂了。从商贾巨富、家产宏大到一贫如洗，从艺

校教授、画坛名家到运动对象，此种人生落差和命运

变化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已年近花甲的他自称

自己是“无单位、无职业、无退休金”的“三无产品”。

但朱屺瞻心中的梅花情结依然，他还是风骨傲立，俏

不争春。屺老曾平静地对我说：“当时那个穷呀，穷

到什么程度？就是连煤球也要一只一只向人借。”但

他并没有沉沦萎靡，还是坦然面对，依旧每天早上拿

着一个小板凳到蓬莱公园写生，春画桃花夏画荷，秋

画菊花冬画梅。而他的左邻右舍，也并没有嫌弃蔑

视他们，依然给以友情与帮助。这年底，他画的《潇

湘烟雨》入选全国国画展，似乎预示着他的命运即将

出现转机。不久后，他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生活

有了保障，政治上也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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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我曾采访吴昌硕孙子吴长

邺先生，他告诉我：“上世纪30年代，汪亚尘、黄

宾虹、徐悲鸿、潘天寿、关良、朱屺瞻等在办新华

艺专时，苦于没有经费，朱屺瞻很有气派，将家

产作抵押筹款，建立了绘画研究室和图书馆。”

由此可见，屺老当年和他的朋友圈为海派书画

艺术的发展与教育所作的贡献。

1991年，正是屺老的百岁华诞，为此，浏河

镇政府在其故居重建了梅花草堂。我曾应邀前

去参观。梅花草堂颇具规模，有画室、展厅、会

客厅、花园等。我曾问过屺老当年为何要在故

乡建梅花草堂，屺老直率地讲：“一是为自己能

有个安静画画的地方；二是为了让朋友们有一

个可以聚聚、住住的地方。”

从1931年起至1932年初，年届不惑、已成

为海派书画名家的朱屺瞻在家乡浏河新镇建造

了质朴雅致的江南民居风格的梅花草堂，以显

他的梅花情结。内设有中西画室、书房、会客

室、起居室等，花园占地十多亩，植有几百株不

同品种的梅花，由此成海派书画家们雅集、创

作、交流之沙龙。然而，梅花草堂的梅花刚刚绽

放，“一 ·二八”事变就发生了，日军在三月初偷

袭浏河登陆，在侵略者的炮火下，梅花草堂被炸，

满目疮痍。1936年，朱屺瞻回浏河，修复梅花草

堂，并把日军炸弹坑辟为“铁卵池”，以记国仇家

恨，从此以“梅花草堂主人”自号。是年金秋十

月，枫叶含丹，金桂飘香，朱屺瞻邀好友潘天寿、

姜丹书、吴茀之、张振铎等至浏河雅集，他们挥毫

泼墨、吟诗唱曲，论叙艺事、研讨中西、相聚数

日。不久，朱屺瞻又以“梅花草堂”为题邀请王一

亭、黄宾虹、吴湖帆等作梅花草堂图，一绘画、一

书法，汇编成为《梅花草堂前册》，从而展示了20

世纪30年代海派书画家的笔墨风格和创作成就。

屺老是齐白石篆刻的“铁粉”，也是江南拥

有白石印最多者，被齐尊为“第五知己”。1943

年，远在北京的齐白石以“知己有恩”印相赠黄浦

江畔的朱屺瞻，并手书：“世有知己，皆为白石之

恩人，见此印可以想见铭感。”而齐白石正是梅花

草堂朋友圈中重量级代表人物。早在1929年，朱

屺瞻在拜访徐悲鸿时，见齐白石为徐所刻印章，赞

佩不已。当时在海上乃至全国印坛，吴昌硕、赵叔

孺为领军大家，白石印作尚未出名，朱屺瞻却慧

眼独具。当热情的徐悲鸿要为朱屺瞻代求齐的

刻印时，他考虑到齐会不收或少收润格而婉拒，

“遂自按润例请荣宝斋代求焉。先生与白石订交

由此始。”从此，他们沪京两地鸿雁传书，篆印相

寄。1944年齐白石又以“六十白石印富翁”印见

寄，并在边款云：“先生不出白石知己第五人，‘六

十白石印富翁’先生自号也。”同年，朱屺瞻亦作

《六十白石印轩图卷》，并题跋云：“湘潭齐白石先

生以篆刻名天下，奏刀沉雄淬利，古迈绝伦，为予

治印章六十余方，因名予斋曰‘六十印轩’以资景

仰。”我曾请教屺老为何如此喜爱齐印，屺老笑

曰：“齐印豪放爽辣，气势郁勃，刀法雄悍，正合我

的画风。”由此可见，早在20年代，朱、齐的金石

印交就谱写了海派与京派艺术交流的友谊篇章。

“笔墨当随时代。”屺老梅花草堂的朋友圈

也与时俱进，不断地扩展。20世纪80年代，改

革开放的春风拂遍神州，梅花草堂也春意盎

然。记得那是在中秋后的一天，我在景华新村

梅花草堂见屺老正在一开一开地仔细欣赏册

页，那是他以“梅花草堂”为题再次邀请朋友圈

所绘，其中有谢稚柳、陆俨少、陈佩秋、宋文治、

亚明、赖少其、唐云、程十发等，这些作品与前册

合为《梅花草堂集册》传世。

2

梅花草堂中的“太阳神”1
梅花草堂的朋友圈3

梅花草堂的暮年“变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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屺瞻在朱屺

瞻艺术馆梅

花草堂作《竹

石图》

▲
吴湖帆

《梅花草堂》

■ 合햰在쳔즳뎡쎷뮨닝쳃잰

■ 合햰在家쿧뫓헲
堂뗄쎷뮨닝쳃

■ 合햰20像时小쿱

■与者폫合햰뫏影

▲

齐白石

《梅花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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