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日本求学
陈抱一家境殷实，自幼喜欢艺术，少年时就在

父亲的帮助下接触西方油画艺术，其后跟随中国

西画活动启蒙时期的重要画家张聿光、周湘学习

西洋画。

1913年，决心出国深造的陈抱一奔赴日本，

进入日本美术团体“白马会”的葵桥洋画研究所学

习西画，1914年因身体原因回到国内。在这一年

多的时间里，他获得了较为正规的西方绘画训

练。在上海停留期间，陈抱一曾应刘海粟的邀请，

担任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西画教员。

1916年，陈抱一再次东渡日本，先是进入川

端洋画研究所，后来转入东京美术学校，师从藤岛

武二进行正规的西画学习。藤岛武二是以西欧油

画外光技法促进日本洋画艺术的开拓者之一，也

是当时日本油画界的中坚人物。他创作的油画作

品力求将自己对日本传统美术的研究融汇到油画

创作之中。中国留日学美术的汪亚尘、朱屺瞻、关

良、许幸之、倪贻德等都是藤岛武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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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抱一的江湾画室
●▲● 周边漫步

陈抱一，现代油画家、美术教育家、
美术理论家，中国油画艺术的拓荒者。
陈抱一最知名的寓所是1921年定居上
海江湾后建的宅第，人称“陈家花园”。
1930年代，陈抱一曾在淮海中路927弄
淮海坊暂住，后来还在施高塔路（今山
阴路）的恒丰里居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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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纪念馆
地址：甜爱路   号

纪念馆初设于山阴路大陆

新村9号上海鲁迅故居及邻屋

10号内，1956年鲁迅逝世20周

年前夕，迁入虹口公园（现名鲁

迅公园），由陈植设计新馆舍，

为具有江南民居风格建筑，青

瓦白墙、马头式山墙。同年10

月，鲁迅墓由上海万国公墓迁

葬于虹口公园。1998年，馆舍

在原址基础上改扩建，保留了

原建筑特色，粉墙、黛瓦、花岗

石墙裙，同时又融入了现代博

物馆的功能。上海鲁迅纪念馆

于1994年被命名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2001年被命名为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08年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

博物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机关旧址
地址：淮海中路   弄 号

这是一幢坐北朝南、两楼

两底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

一百多年前，中国第一个青年

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

这里诞生。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成立最早，后又积极指导其

他地方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工

作，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的“红色起点”。当时，这里还

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刘少

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

著名共产党人在这里经过最初

的俄语学习后，成为首批留苏

的学生。

中华职业教育社旧址
地址：雁荡路  号

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于

1917年5月6日，由黄炎培联

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48

人在上海发起。社址初设在上

海方斜路江苏省教育会内，于

1930年迁入雁荡路这栋自建

的大楼里。这是中国第一个推

进职业教育的团体，本着“教育

救国”的宗旨，致力于改革传统

教育、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投身

民族救亡，成为接受中国共产

党领导、追求民主进步的爱国

社团。1932年，由邹韬奋任主

编、创刊于1925年的《生活》周

刊社，在这里成立了生活书店。

毁于一 ·二八炮火

本报零售价
每份 1.00元

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国内邮发代号3-5/国外发行代号D69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社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总机:021-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奥地利等
● 本 报 印 刷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在 国 内 外 6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界 龙/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办西洋画室
1921年，陈抱一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同年夏天

偕新婚不久的日本妻子回到上海。回国之后，他在江

湾修建了一个十分欧化的画室，作为自己研习艺术的

场所，同时教授少数学生学习油画，这就是著名的“陈

家花园”和“抱一画室”，抱一画室也是中国第一家私人

西洋画室。

1920年代中国的西画运动以上海为最，而上海又

以江湾画室为精神沙龙，其是不少画家谈艺的一块宝

地，著名画家如徐悲鸿、刘海粟、关良、朱屺瞻、丁衍镛、

关紫兰等都在这里有过留影。田汉导演的第一部影片

《到民间去》，也曾在陈抱一的江湾画室中取景。

活跃于海上美术界的陈抱一，当年陆续参与创办

了中华艺术大学等多所美术院校。1929年2月17日，

人文艺术大学在江湾路7号创办，陈抱一出任校董会

主席、教授。1930年，学校改名中国艺术学院，后又改

为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迁至江湾路（今西江湾路）同济

路（今同心路）路口。可惜的是，陈家花园、抱一画室和

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校舍都毁于1932年的上海一 ·二八

炮火。

1930年前后，陈抱一曾短暂租住过淮海中路927

弄淮海坊（旧称霞飞坊）。在抱一画室被炮火击为瓦砾

之后，身心遭受巨创的陈抱一搬到了施高塔路恒丰

里。他的学生阳太阳曾回忆说：“路口便是内山书店，

我和杨秋人则在后面的一栋楼合租了一小间房。我们

可以清楚看见前栋陈抱一先生的家庭生活……从

1932年到1934年的三年间，我和抱一先生同住一个弄

堂里，每天同到杨树浦世界书局

上班，早出晚归经常在一起。一

路上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谈

得最多的当然仍是艺术。”

1945年7月，陈抱一病逝于

上海，享年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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