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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伯鹰“二王”书风的追随者
●▲● 周边漫步潘伯鹰，安徽怀宁人，现代书法家、

诗人、小说家，著小说《人海微澜》《隐
刑》等，诗集《玄隐庐诗》，论著有《书法
杂论》《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
潘伯鹰的上海旧居在胶州路170弄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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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胜故居
地址：愚园路  号

1946年至1949年刘长

胜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

时的居住地，也是中共中央

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该

宅1916年建成，是一幢沿街

的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

2004年5月27日，中共上海

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

长胜故居正式对社会开放。

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
地址：新闸路    —    号

原海关图书馆馆址，吴

景祥设计，砖混结构，1935

年建成。有现代建筑的简洁

风格特征，平顶，对称布局。

南立面入口用花岗石砌边，

并凸出主立面，外墙褐色泰

山面砖与花岗岩并置形成对

比效果。当时按图书馆专业

要求设计，书库采用钢制书

架、送书电梯等新型设备，二

楼和三楼之间无横顶阻隔，

高达5.6米，室内宽敞明亮，

内部设有连片壁橱。

博学多才
潘伯鹰家境优渥，早年师

从吴闿生习经史文辞，吴闿生

的书法“颜意而苏味”，这一时

期的学习对潘伯鹰有着深远影

响。1924年，19岁的潘伯鹰考

入北京交通大学，在铁道管理

学院就读。他在继续书法诗词

素业的同时，还发表了长篇小

说《人海微澜》，一时轰动文坛。

潘伯鹰1933年在上海执

教，于暨南大学及中学教语文，

1949年后供职于上海图书馆，

又任同济大学、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兼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特约顾问。20世纪60年代，

潘伯鹰与沈尹默共同发起成立

了新中国第一个书法协会——

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

潘伯鹰书法擅楷、行、草，

主张“正草并进，碑帖兼学”，后

期是“二王”书风的追随者。他

在《中国书法简论》中为强调王

羲之正统，而从隶书写起，并认

为王羲之是上承隶意而转为今

草，开辟出书法古今转换之

境。对于潘伯鹰的博学多才，

有人加以评价：一书法，二诗，

三文，四小说，五鉴赏。

孤高不群
潘伯鹰旧居在胶州路170

弄12号，新式花园里弄住宅，

砖木结构假三层，底楼是客堂，

二楼为卧房，北侧亭子间作为

子女的起居室使用，三楼是主

人的书房。

潘伯鹰个性孤傲，有“狂

人”之号。他对文房用具考究

至极，除常用毫管以外，还屡用

竹笔作字，以求异趣；墨则从不

用墨汁，晚年钟爱胡开文；笺纸

多用自印的“玄隐庐”“饮河社”

纹纸，以及朵云轩精印的名家

水印墨迹花笺；至于印章，最喜

用也最常用的是乔大壮、蒋维

崧两人镌刻之印，潘伯鹰认为

只有乔、蒋所治之印方能与自

己的书法匹俦。

1949年以后，潘伯鹰在上

海创建私人书室，取名“隋经

堂”。据传他为了避免外界闲

杂人等的干扰，曾在此张贴字

一幅：“不读五千卷书者，不得

入此室”。后来，“隋经堂”成为

饱学之士的会

聚之所，是当

时“文化沙龙”

和名流会聚之

所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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