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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上海名家立传出力　　董之一　　我与王一亭先生的“神交”是从他的画开始的。
记得年幼时，父亲董天野就十分推崇王一亭的画，家中也收藏有几幅王一亭的花卉山石，待父亲兴致
高昂时，还会评述一番，称他是後期“海上画派”的领袖。
　　19世纪中叶以後，随着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画坛名家云集沪上，各施其能
，逐渐形成“海上画派”。
由於得风气之先，海上画派阵容浩大，名家众多，他们将传统文入画的笔墨情趣变革成具有时代气息
和精神内涵的艺术创造，形成一股区域性的美术潮流。
王一亭就是海上画派中一位颇有特色的书画家。
他的作品充满才情，艺术造诣非常高。
他创作的花卉，粗枝大叶，赋色古艳，草草点染而意趣自足。
他画的佛像、观音、和合二仙超尘绝俗，广受好评。
　　而我对王一亭的全面认识却是以後的事，特别是在《新民晚报》当美术编辑後，接触的素材多了
，才知道王一亭不但是位专攻笔墨的画家，还是一位在政治、经商、社会活动诸方面颇有建树的人物
。
　　王一亭(1867—1938)，名震，别号白龙山人，浙江吴兴(今湖州)人。
13岁时进上海慎余钱庄当学徒，业余时间在广方言馆学外语。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做经营海运业务的“天余号”沙船跑街，後昇任该号经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聘为日本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在沪买办，同时兼任日本大阪商船会社的买办
。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期，他拥护和资助革命，先後出任上海军政府农工商务总长、华商电气
公司董事、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董事、湖州电灯公司董事长等职。
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三次连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
民国元年(1912年)当选上海总商会协理。
民国五年、民国七年两次连任上海总商会会董。
後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
王一亭信奉佛教，担任过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佛学书局董事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等
职。
晚年，潜心作画并致力於各种慈善事业，与他人共办华洋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中国救济妇孺会
、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等。
八一三事变後，他发起组织难民救济会，筹设难民收容所。
　　我有时遐想，王一亭有如此丰富的阅历，他的经商与绘画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其中又与任伯年、
吴昌硕等名人各有交往，内中“故事”必定很生动，写成传记或拍成电视连续剧一定叫好，这对现在
的年轻人全面地了解旧社会，肯定大有裨益。
　　我的想法现在终於有了下文，这本《王一亭传》就是一个起步。
哪位有心人如果想在这个基础上再挖掘下去，肯定能喝到甘甜的“井水”。
　　类似王一亭这样的先人在我们海上书画名家中还有许许多多，但愿都能得到关注。
我们也愿意为此助一臂之力，使更多的海上书画名家的传记面世，为爱国主义教育添砖加瓦。
　　(作者为名画家董天野之子、海上书画名家後裔联谊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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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龙山人：王一亭傅》是至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一部王一亭先生传记，精装附大量插图，非常完
备。
王一亭(1867—1938)，名震，别号白龙山人，浙江吴兴(今湖州)人。
13岁时进上海慎余钱庄当学徒，业余时间在广方言馆学外语。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做经营海运业务的“天余号”沙船跑街，後昇任该号经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聘为日本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在沪买办，同时兼任日本大阪商船会社的买办
。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期，他拥护和资助革命，先後出任上海军政府农工商务总长、华商电气
公司董事、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董事、湖州电灯公司董事长等职。
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三次连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
民国元年(1912年)当选上海总商会协理。
民国五年、民国七年两次连任上海总商会会董。
後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
王一亭信奉佛教，担任过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佛学书局董事长，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等
职。
晚年，潜心作画并致力於各种慈善事业，与他人共办华洋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中国救济妇孺会
、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等。
八一三事变後，他发起组织难民救济会，筹设难民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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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华兴，1986年起任上诲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筹职。
著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近代思潮纵横》、《中国近代史》、《人世楷模蔡元培》等；主编《民
国教育史》、《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华民国史辞典》等；编有《梁启超选集》、《中国现代
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和5卷、发表论文《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的历史考察》、《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民主的追求与理性的反思》、《中国近代国家学说的
发展》、《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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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立宪转向革命　　在辛亥革命的史册上，上海绅商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武昌起义主要依靠新军的力量，而上海光复主要依靠市民的力量。
上海城市的特点决定了市民的政治利益是由绅商来代表的。
因此，在上海革命党人与清政府的对峙中，得绅商者得天下。
王一亭就是辛亥革命上海光复时绅商界的精英人物。
　　王一亭生活的19世纪60至9。
年代，正是上海近代启蒙思想家成长和活跃的时期。
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进步发展的示范作用，中国社会向近
代的逐步转型，民族资本的快速发展和封建体制的禁锢束缚，促使生活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绅商阶层和
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改良和变法思想。
至9。
年代，上海成为全国变法舆论的中心。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後，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
民的强烈愤慨。
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18省举人共13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造就是着名的
“公车上书”。
此後，变法成为全国上下的中心议题，宣传变法的学会和报纸在各地竞相创办，其中上海最为突出。
在变法思潮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实行变法，自此到9月21日的103天间，颁布各种维
新法令，推行新政，特别是在经济上设立农商局、铁路局、矿务局，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创造发明
等措施，受到上海绅商的欢迎。
但是，“百日维新”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下去，光绪帝最终被幽禁在
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康有为和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爱国精神和变法主张却给王一亭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他怀着“高山仰止”的敬仰心情创作了一幅《两先知图》，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外貌粗疏而内蕴
深厚，画风流动潇洒又凝重沉雄，两位“先知”感时忧国的悲愤之情，在王一亭激情的画笔下跃然而
出。
　　清朝末年，王一亭和上海的一些爱国绅商，在投身救国救民的政治实践中，经历了由立宪到革命
的思想转变。
20世纪初期，上海绅商自发组织了地方自治运动，王一亭是积极参加者。
1905年11月11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正式成立，原属清政府地方当局的一部分行政权力移交给总
工程局掌管。
总工程局成为清政府上海地方当局之外、代其行使部分行政职权的地方自治机构。
上海商务总会虽然没有直接出面参与组建总工程局，但总工程局领导层的不少人是上海商务总会的重
要成员，作为上海商务总会议董的王一亭就是总工程局的办事总董。
因此，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是以上海商界为主体的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商务总会对它的组建和开展
各项活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1906年2月8日，以上海商务总会部分议董、会员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名为“华商公议会”的租界华商
团体，其宗旨是：“以和平之志愿，灵敏之手腕”，协调华洋关系，维护租界华民、华商的正当利益
。
办事董事为虞洽卿、朱葆三、周金箴、谢纶辉等7人，同时还在华人团体中选出41人为董事，王一亭是
其中之一。
华商公议会的成立是上海商务总会试图参与租界管理的一次尝试，但是，该会仅存在一个多月，就遭
租界纳税人会年会否决而告结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龙山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龙山人>>

编辑推荐

　　《白龙山人：王一亭傅》全面展现了近代海上名流王一亭多姿多彩的一生。
他由日商买办转向振兴中国近代实业，为沪上商界领袖。
他由为立宪奔走转而倾心共和，在辛亥上海光复中建立奇勋。
他以佛家“普济众生”的胸怀，热心社会公益，赈灾济难泽四方，被尊为“王菩萨”。
作为一个在书画艺术上造诣极深的大家，他与吴昌硕并誉为“海上双璧”。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他重要的一笔，中日绘画展览、六三园诗词唱和传佳话，更在1923年日
本关东大地震后组织运送了国外最早抵日的救援物资，“幽冥钟”见证中日友好。
然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避地明志、坚守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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