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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丛书以八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指挥中心—— 重庆为历史背景，以不同的分类
，从不同角度对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事件、佚闻、风俗等的串联，展现给我们一
幅幅鲜明的、立体的历史画卷。
丛书内容并茂，许多珍贵历史图片、史料属首次公开发表，对于我们了解和感受那段特殊的历史，走
进那些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解读这座充满传奇的城市，无疑是一套极具可读性，集阅读、收藏于一
体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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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1937-1945吕凤子碧山被劫徐悲鸿在渝上课片断徐悲鸿画狮抵房租陈
之佛“流憩斋”复兴工笔花鸟画张善子兄弟合写《忠心报国图》林风眠隐居南岸旧仓库林风眠：更大
的寂寞，从重庆开始沙坪坝中一路“二流堂”旧事傅抱石与“金刚坡下山斋”吴作人在重庆的灰色记
忆抗战时期的王琦卢鸿基批评抗战“春宫”赵望云的中国画改革刘开渠为抗战英雄造像叶浅予初访重
庆印象唐一禾重庆吹响《七&#8226;七的号角》吴冠中重庆记趣张善子的《飞虎图》与“飞虎队”吕凤
子与张大千联袂作画陈立夫登门聘请吕凤子滕固的悲情与寂寞于佑任北温泉吃瓜得妙联张书旎炸弹下
绘《百鸽图》李际科骑马走三峡司徒乔艰难的团山堡岁月徐悲鸿画猫与赠马唐一禾创作《胜利与和平
》丁聪与吴祖光相识在剧场李可染与“师牛堂”傅抱石的绘画创新无人赏林风眠与徐悲鸿恩仇录前卫
得无法归类的庞熏瑟画作生不逢时的庞熏瑟画展叶浅予夫妇幽居北温泉林风眠与潘天寿桃李相报林风
眠到黑院墙上课磐溪黑院墙学生趣闻唐义精为陆定一寻儿吕凤子拒画与赠画于佑任光天化日提灯见蒋
陈之佛六辞国立艺专校长张大千佚师四则周恩来延安红枣赠悲鸿徐悲鸿与胡羽文短扎丰子恺与沙坪美
酒金刚坡傅抱石以画谢妻丰子恺鞭炮美酒庆胜利毛泽东红岩村当模特黄苗子与《沁园春&#8226;雪》的
发表徐悲鸿与蒋碧薇在渝婚变廖冰兄《猫国春秋》刺暴政陆俨少过三峡而变画风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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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沙坪坝中一路“二流堂”旧事    一、“二流堂’主人唐瑜    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二流堂”是
一个声名显赫的“组织”。
    它的形成，与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
    唐瑜，是“一个公认的好人”，广东潮州人，缅甸仰光的华侨。
上世纪30年代初，因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了上海，与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夏衍以
及著名的电影导演蔡楚生、作家陈荒煤等关系密切。
他在上海编小报、副刊，写影评，并先后在几个电影厂担任宣传工作。
在仰光，唐瑜有一个胞兄是位富有的商人，而这个胞兄非常看重手足之情，对胞弟关怀备至，曾经给
他一把金梳子，对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下一个梳齿换钱用。
”    抗战爆发后，唐瑜是从上海回到仰光，然后经缅甸到昆明的滇缅公路辗转到了重庆。
胞兄曾经送给他两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在一辆卡车上装满当时畅销的物资，想让他做点生意赚钱
。
而另一辆卡车上，唐瑜却装满了食品，一到重庆便和朋友们分享，不久就吃完了。
后来没钱用了，先把货卖了；货卖完了又没钱了，最后干脆把车都卖了。
    戏剧家吴祖光有次和唐瑜一同走在重庆中山一路近四德里的马路上，这时看见一辆崭新的豪华小轿
车远远地开过来。
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当时大雨初晴，路上积水很深，汽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
两人躲避不及，都溅了一身泥水，尤其是唐瑜，更是满脸的泥水。
    车已经开远了，唐瑜仍旧呆呆地望着汽车。
好久，他才回过神来，对吴祖光说：“这车是我的⋯⋯”    在重庆，唐瑜先是租房。
他在临江门下租一个小院和两间平房，一间房里住的是女作家、演员凤子，另一间住的是三个单身汉
：漫画家丁聪、音乐家盛家伦和主人家唐瑜。
单身汉的房间没有床，三个人合睡在一条非常漂亮的高级地毯上。
当然，地毯也是唐瑜买的。
    后来，唐瑜对建房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唐瑜拿着那把金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换来的钱盖房子多好!    于是，唐瑜租地买
地，并自己担任总设计师和施工监理，新房子就不断修建起来了。
他全部免费提供给朋友们住。
因为，不断有一些从上海等地逃难到重庆的文化人，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新闻各界的朋友
，而他们往往身无分文，连容身之所也没有。
    所以，唐瑜宽大的房子就成了大家临时寄居和集会的场所。
而实际上，这里也是一处知识分子与文艺界流浪者的“高级难民收容所”。
    杜甫当年避“安史之乱”而入蜀，在距离重庆不到400公里的成都郊外的草堂里，写了一首著名的《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屋漏偏逢连夜雨”的老杜，在诗歌中渴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
而实际上，穷苦的老杜是有心而无力的，自己的茅屋尚不能遮风挡雨，何来“广厦千万间”去“大庇
天下寒士”?    唐瑜肯定是看过老杜的诗歌，而修建了“广厦千万间”。
一是因为他好客，更要紧的是：他太有钱了!    其中，有一次建房，包工头拿了他预付的建房款跑了，
最后也无处查找，他也只得算了。
    在重庆建房，往往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和门窗，然后
里外抹灰和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也完全
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
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
第一套房子叫“依庐”，曾经给文学家夏衍一家人居住；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叫“碧庐”
，在重庆沙坪坝中山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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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这所豪宅，他把昆明一家电影院的股本都卖了。
它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
因为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在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所以给房子取了一个名字“碧庐”
。
“碧庐”与“壁炉”同音。
冬夜里，在壁炉里架柴燃烧，大厅被映照得又红又暖，开个舞会或搞个沙龙什么的，情调相当浪漫。
    重庆的朋友当中，只有书画家黄苗子和画家郁风夫妻俩才有一幢真正的漂亮洋房，位置在枇杷山下
。
由于黄苗子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机要秘书，连印钞票的事情都管，人家有求于他，存心讨好而向他进
献的。
但他的别墅也没有“碧庐”那样款式的大厅和壁炉。
    唐瑜的“碧庐”，就是“二流堂”的革命根据地。
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房客，经常出没于该处的文化人有吴祖光、吕恩、夏衍、丁聪、方菁、张
正宇、郁风、黄苗子、张光宇、盛家伦、萨空了、沈求我、戴浩、金山、张瑞芳、高集、高汾、冯亦
代⋯⋯    这里无需要一一介绍他们是干什么的，反之他们都是当时或后来文艺界的“腕儿”。
比如，丁聪是漫画高手，吴祖光是戏剧大家。
现在看来，很少发现纯粹在“碧庐”里骗吃骗喝、毫无成就的人。
在重庆的文艺界，它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正如古代文人雅集的西园或是兰亭的集会之所，而来往之人
，也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或许，正因为他们都不是白丁，在建国后就引起了阴谋家的关注，把他们统统都搞成了“二流堂”
反革命集团”成员，一个一个地迫害。
    这让1912年出生、当时的“二流堂”堂主、令已是94高龄的唐瑜老先生感叹不已：都是造房子惹的
祸!不但没有“大庇天下寒士”，反而害了别人。
    1979年，党和政府为“二流堂”拨乱反正。
新华社发文称：“这是我党和一些党外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
”   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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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抗战岁月，画坛巨匠云集陪都，酝酿画坛新气象。
画笔为前线呐喊，为生活歌唱。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时势造英才，画坛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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