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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的早春二月，一位年届
七十、儒雅和善的老翁率领着全家
人从上海吴淞乔迁入住静安区山西
北路吉庆里，他高兴地让儿子把“去
驻随缘室”的木匾挂在正堂上，一脉
书香随之弥漫新居。这位老翁就是
一代海派书画大师吴昌硕。吉庆里
是有幸的，它与一代文化艺术巨匠结
缘相守，从此共度岁月春秋。这无论
是对吴昌硕个人，还是对整个海派文
化艺术来讲，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吴昌硕在这里实现了从书画大师到
海派书画领袖的华丽转身，为中国艺
术史留下了辉煌一页。

历史成因、时代风云使吴昌硕
与吉庆里就此书写了不朽的史诗华
章。吴昌硕在这里最终完成了暮年
的变法，打造了一个流派的艺术高
峰。缶翁入住吉庆里后，结束了长
期居无定所、漂泊不安的生活，让他
能静下心来，对自己的诗书画印进
行最后的艺术冲刺与全方位的突
破，从而进入了人艺俱老、心手相畅
的化境。

无论是吴昌硕的朋友还是学
生，都喜欢亲切地把923号称为“缶
庐”。这是一幢三间两厢两层的建
筑，大门上帖着“南华秋水，北苑春
山”，这是吴昌硕在精神与书画上所
崇敬的先贤——庄子（秋水）和董源
（春山）。楼前是一方青砖铺地的天
井，氤氲着四季风华，汇聚着云舒云
卷。主楼底层及东厢房均为客堂。
二楼正房是吴昌硕的画室，洒满阳
光的南窗前放着一张大画案。东厢
房是吴昌硕的书房兼卧室，西厢房
是其儿子吴东迈夫妇居室。这里没
有任何奢华的摆设，有的仅是翰墨
流香，丹青留芳，金石焕彩。

吴昌硕作为众望所归的海派书
画领袖，以其核心凝聚力、艺术引领
力和社会号召力，结社契盟、主导艺
事，使海派书画家真正以独立的公
共群体面世。在“去驻随缘室”中

“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吉庆里成
了海派书画金石家们最高的艺术沙
龙及高迈的精神家园。当时在吉庆

里，可谓是大师云集、名人荟萃，聚
集了海上一流的艺术家群体，如陈
宝琛、陈三立、沈曾植、朱祖谋、张
謇、康有为、李瑞清、曾熙、张元济、
王一亭等，他们是“大师中的大师，
名流中的名流。”如此强大的阵容乃
至豪华的组合，使吉庆里文采风流
而独领风骚。

应当确认：吉庆里在中国艺术
史上是一座空前绝后的人才宝库。
吴昌硕在这里先后培养了潘天寿、沙
孟海、王个簃、赵古泥、诸乐三、诸闻
韵、钱瘦铁、徐新周、李苦李等，当他
们走进吉庆里923号这扇大门时，还
是艺坛新秀，出来后即涅槃为艺术精
英。也就是说，吴昌硕在这里整整培
养出了一个艺术大师的团队，从而使
吉庆里923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名
家辈出的摇篮，支撑起了中国近现代
艺术殿堂百年的大师之门。这是吴
昌硕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吴昌硕的书法取意散氏石鼓及
汉碑晋帖，其运笔苍劲老辣，结构
欹正相参，入住吉庆里后更加高古
雄浑而大气磅礴。其篆刻宗法秦
汉玺印、封泥瓦甓，并以钝刀硬入
奏刻，古朴苍莽，气淳质厚。入住
吉庆里后更加恣肆雄健、强悍浑
朴，信刀驰骋而不拘成法。其绘画
效法青藤、八大、石涛及任伯年等，
笔墨遒劲，构图饱满，敷色古艳。
入住吉庆里后更加豪放酣畅，浪漫
洒脱，尤以篆籀之法入画，形成了
郁勃的金石之气。其画上题跋诗
文更加率真，丰富了画面语境。吴
昌硕亦是一位著名诗人，入住吉庆
里后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诗笔生
动幽默，情感真挚朴实，意境高迈
深邃，具有杜甫写实主义的风格传
承。在他晚年的书画印中，弥散出
强烈的金石精神，从而成为那个时
代一种高昂的民族精神的标杆。

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
旨的西泠印社初创于1904年，由
四位杭州篆刻家叶铭、吴隐、丁仁、
王禔所发起，他们四人在这里与吴
昌硕商量印社的筹备建立及如何

运作之事，吴昌硕提出了不少宝贵
的意见，如不要局限于篆刻家，而是
要广纳人才，邀约贤士。1913年在
西泠印社成立十周年之际，年届七
十的吴昌硕在吉庆里众望所归地出
任了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由此不仅
奠定了吴昌硕在全国书画界的领袖
地位，而且确立了海派书画在当时的
重镇地标。吴昌硕对西泠印社也感
情深厚，1914年他在吉庆里亲自篆
书了长篇《西泠印社记》。1916年作
《西泠印社图》并题诗：“柏堂西崦数
弓苔，小阁凌虚印社开。记得碧桃花
发处，白云如水浸蓬莱。”并在当年篆
刻了那方著名的“西泠印社中人”。
1917年又为印社撰写了长联，使吉
庆里留下了永恒的西泠情结，终使西
泠印社成为“天下第一名社”。

1915年，吴昌硕又在吉庆里被
选为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长。
这是一个典型的海派书画家艺术家
艺术团体，在清末民初的海内外艺苑
颇具影响。书画会不仅是海上书画
家们切磋笔墨、探讨世事、品评鉴赏
之地，而且也是书画金石作品的代理
处。吴昌硕于1909年与高邕之、钱
慧安、蒲华、杨伯润、王一亭、张善孖
等人创办了豫园书画善会，借豫园得
月楼为会所。凡陈列于会中的书画
作品售出，钱款一半归作者，一半归
会中，用于慈善救助事宜。因有吴昌
硕的中坚作用，特别是他入住吉庆里

后，积极参加会中活动，并担任了书
画善会的副会长，因而书画善会在民
国初年十分兴盛，会员达200多人。
书画善会冬施米、夏送药，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

吴昌硕是一位极具家国情怀、
担当精神、忧患意识和仁爱之举的
艺术大师。吉庆里成了当时海派书
画家慈善赈灾的中心之一。他不顾
自己年迈多病，依然以义不容辞的
态度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救助活动。
如他为抢救国宝《汉三老石》而到处
奔走，忍着病臂之痛作画义卖。
1917年冬，直隶、奉天百余县受灾，
饥民数百万，他和王一亭在吉庆里
合作《流民图》义卖赈灾。1919年
秋，豫鄂皖苏浙五省爆发山洪，灾民
多达一百多万，他又和王一亭再次
合作《流民图》画册，印刷出版，义卖
赈灾等，这些功德无量的善事义举，
充分展示了一位艺术领袖的人格力
量和大爱之心。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
“五卅惨案”发生。6月1日，上海全
市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6月26
日，上海美专学生到吉庆里吴昌硕
家募捐，吴昌硕尽管年事甚高，且在
病中，但他马上抱病作画，义卖捐
资，并连夜在家写下了长诗《五卅
祭》，愤怒谴责殖民者的血腥暴行。

“烽火逼天天昏黑，天光斜射海苍
赤。炮声一发弹雨激，饮弹之人涨

阡陌……”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康有
为、章太炎、曾熙等元老级的书画家
均提供了义卖作品。

吴昌硕的晚年，充分践行了他
的领袖担当、社会责任和艺术使
命。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睿智的目
光，关注整个海派大文化系统的发
展。《小说月报》1910年7月创刊于
上海，由商务印书馆主办印行，初由
恽铁樵、王蕴章主编，基本撰稿人是
鸳鸯蝴蝶派文人。1918年在新思潮
日益传播的形势下，主持商务印书
馆的张元济力主改版，他亲临吉庆
里，邀请吴昌硕为改版的《小说月
报》作了富有阳刚之气和豪迈之风
的12期封面画，扩大了该刊的社会
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新兴的海派文
学发展。

1913年的10月31日，年仅20
岁的梅兰芳应上海许少卿之邀，首
次来上海献艺（这也是他第一次离
开北京跑码头），在四马路大新路口
丹桂第一台演出《彩楼配》《玉堂春》
《穆柯寨》等。梅兰芳由刘山农陪同
来吉庆里拜望吴昌硕，邀请老人前
往观看。吴昌硕看了梅兰芳的演出
后，对其精湛的演技，相当赞叹。尽
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50岁，但梅郎
的儒雅及对书画的喜好，使他与缶
翁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梅兰芳上
门请吴昌硕教他画梅，以增添演出
书卷气，从而对海派京剧的崛起提

供了相当大的艺术支持。
当年的四大名旦中，另有一名

旦亦喜好丹青绘事，他就是有“无旦
不荀”的荀慧生。在1921年秋光浓
艳的时节，他来海上献艺，就由吴昌
硕的好友刘山农相伴到吉庆里，将
自己的绘画作品请缶翁指教。老人
慧眼独具，在这位年轻名伶的笔下，
看出了一股郁勃的才气与潜在的底
蕴，不仅亲笔示范，而且要其多临历
代名家之作，以从中借鉴。缶翁对
人的真诚与指点的具体，使荀很是
感动。此后凡是来海上演出，必到
吉庆里拜望老人。1927年春光明媚
的三月，荀慧生在上海一品香正式
行了拜师礼，成为缶门入室弟子。

1915年，吴昌硕在吉庆里创作
了巨幅“芝仙祝寿图”，应邀参加了
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太平洋万国
巴拿马博览会”。美国著名的大都
会博物馆还收藏了吴昌硕的“与古
为徒”石鼓文匾。吴昌硕所产生的
世界性艺术影响，也极大地提升了
海派书画的国际地位。

1927年 11月 29日，一代书画
大师、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逝世于
吉庆里。缶翁远行了，然而吉庆里
却成了海派书画艺术的“圣地”。

本文作者系作家、学者、书画篆
刻家，上海中国书法院副院长

本栏目由静安区文化和旅游
局、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特约刊登

武定路是一条多么美好的街道。
梧桐树、阳光、静安居民的普通“日
脚”。顺着时间往前看，有元利当铺、
时代中学、武定别墅、慎庐这样的历史
建筑，人也在琐碎而缓慢的百姓生活
里被抚得妥妥帖帖。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独立小店都喜
欢开在武定路的原因。能包容各类人
群、各种文化、各种生活方式的区域，
对个性小商业来说，是一种脚踏实地
的安全感。

把客厅搬到街道上

招待朋友的小店

小店门头就像社交媒体发帖的封
面和标题一样重要。你走在街道上，
瞥见这些门头的前三秒，可能就会决
定是不是想走进这家店。

不知道你是否留意到：这些年小店
门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个很有趣
的说法：硬装软装化，软装装饰化，户外
室内化。武定路上的小店尤其明显。

什么叫硬装软装化呢？就是传统
户外用的大多是石材、金属、室外木材
等硬装材料，但是这两年开始兴起用
室内木材、实物甚至织物等软装材
料。比如挺红火的小酒馆SOiF，门头
标识用的不是传统的石材木材，而是
一个小型置物灯箱，内部布置真的酒
瓶，夜晚开灯时分，店里卖什么，你路
过一眼就能看出来。或者像Le Hide

餐厅把室内花砖铺到门口，Sip餐厅
干脆把毯子和靠垫在门口搭了个户外
飘窗，都是这种情况。

什么叫软装装饰化呢？就是原本
更偏重实用性的传统桌椅、灯饰等软
装材料，现在更多用带有强装饰意味
的航空箱、灯箱、小型雕塑艺术品等等
创新材料。比如三明治专卖店“七日
治”门口的“掐点下班、准时喝酒、认真
恰饭”灯箱，和航空箱搭起来的餐桌。
一路逛过去，你还能看到很多类似的
做法。

什么叫户外室内化呢？就是模糊
室内和室外的界线，把店开到路上。
比如Yummy House咖啡馆，虽然店
铺内部空间很小，但是聪明地把门口
台阶装饰成木质坐凳和木质茶几，看
起来就像自家花园一般。

这三种做法都做到了一件事：消
解“去店里”的正式感，让吃饭变得好
像坐在朋友家客厅或者花园里聚会一
样。那种可以席地而坐的轻松，会让
人更愿意把自己的娱乐和社交活动搬
到店里。这种做法的另外一个好处
是，当门头变得更丰富、更生动、更多

层次，对客人来说，就更容易注意、更
容易理解、更容易记得。就像从传统
媒体的纯文字标题，到社交媒体的图
片+字幕+特效+文字标题一样。

轻松、微醺、分享的社交型食物

“侍食”并不简单，吃饱、吃好、吃
开心，有时候是三种不同的需求。同
样吃面条，兰州拉面让你吃饱，苏州三
虾面让你吃好，坐在沿街窗边和朋友
吃海鲜意大利面再加一杯白葡萄酒能
让你开心一整个晚上。

武定路上的餐馆，大多是带有这
样的社交功能的。就像热门的社交媒
体帖子就是可以让你在点头称赞的同
时，也想要发给朋友。

社交型餐厅的食物，大概有这么
几个特色：第一，偏重轻食，也就是不
会太饱腹，以蔬菜、小食、中小份主食
为主，并且大部分都是干干爽爽、切得
细碎的模样，有些还是拼盘分享款。
这样做是为了可以在用餐的同时，也
可以轻松聊天说笑，并且细碎的食物
可以吃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汤水也

可以避免边吃边说话可能造成的不
雅。

第二，多创意款，有些餐厅会在传
统的基础款上增加不同的风味，或者
取个有趣的菜品名字，抑或是打造一
个特殊的造型，这些都是为了聚会聊
天创造话题。如果刚认识的朋友约你
去餐厅吃饭，两厢尴尬冷场之际，一例
叫“星期五下班”的小食拼盘，就可以
迅速打开你们的话题。

第三，微醺酒精饮料，武定路上的
餐厅里一般很少供应烈酒，是因为在
这样的社交氛围之下，喝到微醺足矣。

轻食、分享款、创意款、微醺这几
点，打造了一个共同的社交型用餐氛
围——“轻”。“吃”变成了聊天、约会或
者是一个人独处时的背景白噪音，恰
到好处的就在那里。在这样的氛围之
下，人们呼朋唤友的兴致就会更浓，类
比社交媒体的话，就是“赞评转”的活
跃度不低。

有人说，武定路一带很有最早衡山
路和安福路的雏形。人带来了需求、生
活方式、商家，最后形成了街区氛围。
很多时候开店，看的是你和附近的人是
不是气质合拍。不同的街区氛围和主
要客群有不同的开店和经营方式，其实
并无定论。能让你轻松做自己、开自己
小店的地方，就是个好地方。

想找点生活的灵感？去武定路逛
逛吧。
本栏目由静安区作家协会特约刊登

夏天额上的汗珠
一枚枚汉字一般
纷纷跌落
在草尖上晶莹剔透
珠玉似地闪烁
从而感动了千年前的诗句
——露从今夜白

露从今夜白
只一句就让日子染上秋凉
季节一步步北上
大雁一行行南移
蝉鸣虫吟被不情愿打包
邮递给下一个春天

在我。庭院是外公外婆青春藤蔓
垒造的家园。节假日我回到此处
他们却早已经去往彼处
岁月是一座生锈的闹钟
断断续续提醒我
葳蕤生香的枝叶，凋零。败落

多年前那枚月亮照着庭院深深
院中的水井
葡萄架上的紫藤

屋檐下的红辣椒
后院的竹林，在眼前
一晃而过

城镇化，风卷残云扫过乡野
父母住在城里，宛如人间匆匆过客
忧伤，总难把思乡缝隙弥合
返乡寻宗问祖，眼里是清热的泪水
但见啊，深深庭院
枯藤缠绕，更深。露重

● 静待花开 ○ 颜婷

来逛武定路吧！

● 新诗撷萃 ○ 崖丽娟

庭 院
——回乡记

● 艺术苏河 ○ 王琪森

吉庆里——海派书画艺术的“圣地”

海派书画艺术正是随着吴昌硕1912年5月定居上海，1913年2月入住静安区山西北路吉庆里后，正式进入了一个大师辈

出、精英云集、成就卓然的鼎盛期，吉庆里就此成为海派书画艺术的“圣地”。

一个地方的美丽，在于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一个地方的魅力，在于人们的精神追求；一个地方的影响，在于人们的历史贡

献。位于上海静安区山西北路的吉庆里，当年曾是一条典雅雍容的石库门里弄，比邻日夜奔流不息的上海母亲河——苏州河。

白 露
○ 赵宽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