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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郑重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记者、文人，在写好他的报道的同时，郑先生的一大爱好是与上海的一批
知名画家交往，在谈诗论画之间结成了莫逆之交。
郑先生的这种交往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交往当然是非功利性的。
由于这一层关系，他受到了画家们的信赖，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们相互之间也能说说真话。
由此，也使得郑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有资格、有条件为海上画家们立传，写出真实的、有
血有肉的一代大家。
传记责在真实和有文采，通过一个人物折射出时代的特征，如同司马迁为我们中华民族开创的纪实传
统那般。
郑先生循着这条路，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对他熟识的前辈画家——林风眠、谢稚柳、唐云、陈佩秋等
一一道来。
有时仅靠个人的回忆犹嫌不够，于是他又深入故纸堆里，在图书馆、档案馆不厌其烦地查找和核对资
料。
所以他的传记不是一般的回忆文章，而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结晶。
这次，以他领衔撰写的这套海派画家传记陆续出版，带动了上海其他一些文人的加盟，我认为是做了
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现在的时代，人们比较的浮躁，空泛地谈论海派概念，颠来倒去地玩弄一些词句的人何其的多，而沉
静下来，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梳理、考证、研究的，又是何其的少。
　　我们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热爱它、依恋它，除了每年走在长满悬铃木的街道，闻着白玉
兰花开的香气，看着灯光在老洋房之间闪烁，体味城市那种独一无二的温馨，最使我们难忘、引为骄
傲而又似乎永远读不完的那本书，其实是这座城市中曾经生活过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就像我每
次去法兰克福书展自然要想起城市中歌德的故居，每次到阿姆斯特丹必定会去看看梵·高的艺术馆那
样，名人是城市水远的名片。
　　上海的名人真是太多了，从政治家到文人，从学者到艺术家，真是写也写不完。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对海派画家有一点了解，同时也乐于看到有关他们的书一本本地出版。
因为海派文化、海派，最早的出处恰恰在于“海上画派”，后来的用法都是它的引申义；因为海上画
派确确实实出了一批大师、大家：如国画家就有赵之谦、任伯年、虚谷、吴昌硕、谢稚柳、吴湖帆、
程十发、陆俨少、唐云、沈尹默等等，留洋归来的油画家就有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梁、关良、朱屹
瞻等等。
海上画派仅中国画，最早确定的代表性人物就有60多人，延续到二十世纪末，大师、名家就远不止这
些了。
　　海上画派是有价值的，海上画派是什么呢？
很难下一个科学的结论。
我认为它是江南文化的精灵，是西洋文化的还魂。
宋代南迁，在江浙苏皖尤其在江南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文人画是其中的精华之一，宋以后的绘画史
几乎成了江南画史，赵孟频起始的元四家、明四家、清初四王、浙派、皖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
西泠八家、华亭画派等等，这血脉相承的名流画派，最终都回归江南，汇结到文商并举的大都市上海
。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五口通商，又使西风随商东渐，西洋文化在上海登陆、浸润、植根，开出了灿烂
的新花。
海上画派传承了祖宗传统的精华和异族的光辉，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分外妖娆，殊为难得。
所以，它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去，都是绚烂多姿的，也是价值连城的。
为有价值的画派、事物、人物立传，不是很有价值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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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云，学名侠尘，号药城、药尘、药翁、老药、大石、大石翁。
浙江杭州人。
自1938年迁居上海，先後在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後弃教职专事创作，期间曾
多次举办个人画展或参加联合画展。
    1949年後供职于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中国画院。
　　善画花鸟、山水，尤以兰竹著称，取法八大、石涛、金农、华嵒、沈周等。
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西泠印社理事、上海市文管会
委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和代院长、名誉院长。
出版有《唐云花鸟画集》等多种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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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珠宝巷里的唐记参药店　杭州珠宝巷　满月酒和抓周儿　祖父的烟枪和父亲的算盘　金鱼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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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向“谜”中觅雅趣第六章 一壶天地小于瓜第七章 比水浓的不是酒第八章 跨入新时代第九章 画人民
喜闻乐见的花鸟画第十章 历尽劫波的十年第十一章 青山夕照明第十二章 收藏天地第十三章 自家笔墨
自家诗第十四章 水流云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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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珠宝巷里的唐记参药店　　杭州珠宝巷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
杭州是因西湖而出名，还是因地处杭州才使西湖显耀，这里的是非功过无法说清楚。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杭州，还是西湖，它们所以能使人回肠荡气，这和名人的诗酒流连、
文人的捧场分不开。
白堤、苏堤、孤山、苏小小墓⋯⋯无一处不与名人有关。
就连那一坊、一弄、一巷，也多是与名人有着诸多的牵连。
它们的命名，各有所由来。
　　那条北出丰乐桥街、南出笕桥街的一条小巷，曲曲弯弯，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殊，却有着一个极为
富贵的名字：珠宝巷。
这样一条小巷，自有它悠久的历史，宋代叫中沙前巷，因茅山河得名。
茅山河在唐代称中沙河。
到了元代，这条巷子里住的多是西域的客商，当时称之为回回。
这些巨商大贾，在巷中设珠宝金玉古玩铺子甚多，由此而改为珠宝巷。
　　这条巷子是住过不少名人的。
宋代就有司马渡、萧家渡、盖王府，因历史湮没，无从查考。
于忠肃公曾经在这里住过，当时还有人写了诗：“贡玉论珠席上珍，不贪夜气识金银。
景行故里明忠肃，所宝唯思社稷臣。
”忠肃公曾在这里做了什么德政，我们是无从知道的，这首诗带有点捧场的意味。
这当然是明代的事了。
到明末的崇祯年间，这里是古董商人献珠斗宝之所在。
有一次，一位古董商人寓居在珠宝巷，携带着一只锦盒，盒中藏有一珠碧草，上有生就的小龙，像手
指那样大，淡黄色，鳞角牙爪都齐全，循枝盘绕，气色如新。
当地博物竟无人能识透它。
当时潞佛子正在杭州做官，便把它买进府中。
这位潞王利用居住珠宝巷之便，家中收藏着许多奇异的古物，佛水盆、竹节石、纯阳像、四面观音、
夜里放光的舍利，在杭州是名噪一时的。
到了清代，道光丙戌进士项达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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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云（1910—1993）生于杭州市一条名叫忠肃古里（现珠宝巷）的街旁一座普通院落里。
因他生于农历七月初六，即俗称“七巧节”的前一天，所取奶名叫“阿巧”。
他的学名为唐侠尘，号东原、老药、大石药等，唐云是他成为画家后用的名字。
唐云以收藏曼生壶著称，故先生晚年有“八壶精舍”之斋号。
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上海中国画院代院长
、名誉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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