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土山湾画馆1907年编辑出版的《铅笔
习画帖》一页

■吴榖祥《松涧携琴图》

近百年间，大约有三百余名学生在土山湾

接受素描、写生、水彩和油画的严格训练，其培

养人数之众，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画馆

的作品遍及中国和世界，海上画坛中任阜长、任

伯年、沙山春等著名画家，都曾在同画馆的交往

中得益；稍后的周湘、张聿光、丁悚、徐悲鸿等

人也都间接受到画馆的影响；画馆培养的画

家中，更不乏中国近现代西画活动中的先行

者和启蒙者，上海的第一代西画家，如陆伯

都、刘德斋、王安德、范殷儒等均从那里走出，

而徐咏青和张充仁等众多的学生和再传弟

子，更将他们的事业源源不断地延续了下去。

对画馆记忆犹深
1943年3月15日，徐悲鸿在重庆《时事新

报》上发表文章《中国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

瞻》，其中写道：“天主教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

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

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可画之所，盖中国西

洋画之摇篮也。其中陶冶出之人物如周湘，乃

是上海最早设立美术学校之人。”由于徐悲鸿

的身份，这段话现已成为评价土山湾画馆的最

权威话语。

如果由此溯源，徐悲鸿的这段话绝非无源

之水，而是有感而发。1913年，徐悲鸿为躲避

父母包办婚姻从家乡宜兴第一次赴上海谋取

生路，结果四处碰壁，几欲投江，走投无路之际

得到商务印书馆热心的“交际博士”黄警顽相

助，不但安排食宿，还介绍他结识审美书馆的

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并应约绘画，获得酬金，

渡过难关。除了解决生活难题，黄警顽还介绍

了很多文化圈的朋友给徐悲鸿认识，其中就包

括和土山湾画馆有着很深因缘的画家周湘和

徐咏青。晚年的黄警顽对此曾专门有过回忆：

“那时，上海有一位叫周湘的油画家，是江苏嘉

定人，不太著名，可能是个天主教徒，是附属于

徐家汇天主堂的土山湾油画馆的出身。徐悲

鸿很想向他请教。我转托商务印书馆美术部

画家徐咏青介绍，由我陪同登门拜访。”徐咏青

是毕业于画馆的高才生，1905年，他离开土山

湾进入商务印书馆图画部，从事美术工作。土

山湾画馆向来有接纳访客参观的惯例，有徐咏

青和周湘的介绍和带领，徐悲鸿前往闻名中

外的土山湾画馆参观顺理成章且毫无障碍。

对土山湾画馆记忆犹深的，还有大画家丁

悚。丁悚比徐悲鸿年长几岁，出名也更早一

些。当徐悲鸿还在上海挣扎沉浮之际，丁悚已

是上海滩颇有名气的画家了，他不但是上海美

专的首任教务长，其画作更是占据了当时很多

杂志的封面。对土山湾画馆，丁悚同样有很高

的评价和很深刻的记忆，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

中写道：“画馆向不对外招生，学生都是孤儿院

里抚养长大的孩子。间有杰出人才，学成离馆

向外发展的，如当年的徐咏青就是其中的一

个。”人到晚年，仍能写出这样文字的画家，完

全可以想象他当年对画馆的熟悉和难以忘却，

再联系到他在上世纪50年代捐献给国家博物

馆的一批文献中，赫然就有土山湾画馆在1907

年出版的《铅笔习画帖》。

与海上画坛互补
土山湾画馆的教学生产有详尽的规范。

画馆以孤儿进馆时间为序分级分班上课，教学

方法采用工徒制，课堂作业大多用范本临摹。

画馆的完整学年长达六载，新入画馆的学生练

习画线条就要学半年，要能用粗细、深浅、疏密

等不同的线条画出物体的形状，特别是要画出

物体的质感；然后开始画石膏几何模型，临摹

各种名画，学习勾稿、放大，并外出写生，画人

物模特。最后才学水彩、学油画。其间，还要学

习算学、历史、宗教等基础知识及练习体操和唱

歌。教师则根据特长分授课程。擅长素描，精

于水彩的刘德斋则长期担任画馆主任，统率全

局。一年考两次，前三名有奖赏，颁奖仪式十

分隆重。学徒期间有少量津贴可拿，作品售

出，可提成售价的二成作为奖励；满师后则可

计件享受薪酬，提成比例也相应提高到售价的

八成。画馆对外承接订单，山水、花草、人物及

宗教故事画等均可受理，按画件的尺寸大小和

难易程度定价，而又尤以各类油画最受欢迎。

19世纪中晚期，任伯年与刘德斋过从甚

密，在他的影响下，任伯年学习素描，也画过人

体模特，任伯年使用的3B铅笔，也得自刘德

斋，任伯年因此而养成了铅笔速写的习惯。这

里，要特别强调任伯年的人体模特写生，这与

中国传统绘画明显不同的习画技法显然正是

从刘德斋那里学过来的。土山湾画馆的学生

在进入第五学年时就有这门课，叫“画真人稿”

或“打小囝活样”，翻译过来就是人体模特写

生。这也说明，任伯年当年从绘画理念到具体

技法，都受到刘德斋的较大影响。与此同时，

刘德斋也带领画馆的学生拜访任伯年，学习中

国画艺，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刘德斋所绘《家

庭垂训》等图，正是这样的白描中国画。

除了任伯年，刘德斋与当时其他海上画家

也都多有交往，如“海上三任”之一的任薰，甚至

还为画馆绘制过《利徐谈道图》等作品。其他像

以人物画著称的沙馥、知名山水花鸟画家陆韵

樵、陶松溪、姚叔平、汪仲山、陈伽仙等等，也都

与画馆和刘德斋个人有所交往。土山湾画馆与

海上画坛的互补关系以往一直缺少研究，是美

术史上的一个空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将艺术薪火传承
土山湾的职业教育，比较规范，老师水平

高，执教又认真，使用的教材和教具也很先

进。画馆从1852年起初具规模，近百年间培

养了大批美术人才，有的更成为影响美术史

的风云人物。如刘德斋学艺于画馆，又传递

艺术薪火，执掌画馆三十余年，不但培养了大

批艺术人才，还和任伯年、沙山春、周湘、张聿

光等知名画家互有接触，对海派艺术产生重

要影响，因而被誉为中国早期传播西方艺术

的杰出教育家。刘德斋的早期学生安敬斋，

能画一手好画，后因工作需要，从事印刷和摄

影，他引进创新的珂罗版印刷，于1900年前后

拍摄的几万张照片，都对上海的早期文化有

很大影响。刘德斋的中期学生徐咏青，水彩

风景画名满天下，能媲美欧洲最高水平，被誉

为中国第一代水彩画大师。安敬斋的学生张

充仁，勤奋苦学，很早就享有名声，上世纪三

十年代留学欧洲，学成后归国创作了大量作

品，是现代中国的雕塑圣手和水彩画大师。他

还创办充仁画室，培养了很多著名画家。画馆

的其他学生也不乏出色的人才，1910年，清政

府在南京举办中国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南

洋劝业会，土山湾选送画馆学生的作品一举

获得19块奖牌。当然，外出闯天下的土山湾

孩子，更多的是在教育文化岗位默默耕耘，培

养艺术的种子，如王小宝在上海震旦学院教

授美术，王希贤在浙江瑞安中学教绘画和风

琴，沈兆加在温州师范学校教美术和音乐，每

月工资能拿到二十多元，时值清末，这是一个

白领的收入水平。他们实践了土山湾培养孤

儿的目标：能够自食其力，也对社会有所贡献，

土山湾的艺术薪火就这样一代代传递下去。

◆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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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湾画馆学生翁俊才绘徐光
启像

——纪念土山湾画馆成立170周年

在上海徐家汇的南部，有一处曾经的重要地标——土山湾，在这块土
地上诞生的土山湾画馆，是目前所知最早以学徒方式培养中国西洋画人才
的场所。今年是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周年，也是画馆执掌主任一职最久的
刘德斋逝世110周年，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清末土山湾画馆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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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山湾画馆学生绘制的玻璃画

徐家汇走出了上海第一代西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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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牡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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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悲鸿1913年绘挂屏
画《寒香图》彩色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