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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这座城市真是奇特，我们生活在上海也真是幸运。
别的不说，光以中国书画而论，曾经相伴相随这座城市的大师、名家就让你自顾不暇，心生敬畏。
很多名家，倘若生活在另一个城市，也许已坐上头三把交椅，而在群星灿烂的上海，则显得平平常常
。
所以，唤起我们的记忆，写下这个城市曾经的辉煌，发掘每个曾为这座城市、为这个民族奋斗过的人
，是我们后人应做的工作和应尽的责任。
    我之所以发出以上的感慨，皆因《世纪丹青申石伽》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让我有机会先睹为快，
受到了莫大的感染，由此发自内心地感到申石伽先生就是我们这座城市应该记住的艺术家，郑恩德先
生就是我们这座城市应该倡导的收藏家。
    今年是申石伽先生诞辰105周年，也是他仙逝10周年。
这本画集的出版有助于我们留住对申老的记忆，尤其要记住他的人品、画品和对社会的贡献。
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级别、讲头衔、讲职位的社会里，可是级别、头衔、职位尤其是比较显赫的实在少
得分不过来，所以很多很有才华和人品的人，也只能做一个平平凡凡的艺术家。
这种感慨是我在三年前送走王康乐先生、去年送走钱行健先生、今年又为申石伽先生写序时尤为深切
地感受到的。
他们。
人品高尚又精于绘事，但无缘入画院工作，只留一股清气在人间。
    回过来说说申石伽先生，他1906年出生在杭州，十二岁已初显才艺，二十一岁到上海以独立卖画为
生。
他先后拜俞陛云、王潜楼先生为师，是一位德高望重、淡泊名利的前辈画家。
60年代曾走到上海中国画院的门槛，最后还是被挡在了门外。
为此，据说周总理曾派傅抱石先生来沪，做宽慰申老的工作。
申老一生没有一个像样的头衔，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默默奉献。
他是一个有诗才、文才的画家，善将中国古代的文学精神熔铸在绘画之中。
他的画以山水、竹石为形象特征，以笔写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意境高远，气象开阔。
在技法上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独标风骨，称得上是一位前辈的实力派画家。
    申石伽先生一生二职，画家和美术教师，对社会的贡献，除了他留下的作品和诗词，还有就是在执
教中留给后人的几本教材。
如1979年出版的《山水画基础技法》，先后发行了28万册，还出版过英文版远销海外，对传扬文化起
过重大作用。
功在当时，利及后世。
1986年出版的《墨竹析览》、1991年出版的《西泠石伽题画诗词》以及1992年台湾皇冠出版的精装本
《申石伽作品集》，足见社会对他的承认，也是他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人品中深含有以国为重、以他人为重的精神。
抗战时，他义卖作品，支持抗战。
抗战后，重拾山河，他创办了一家图书馆，让平民百姓有书读，做个有知识的人。
他还卖掉一批作品建立“申石伽奖学金”，资助穷人学习。
他自己长期住在10平方米的小房间，毫无怨言，并自称“六步楼”(直到晚年国家给他新居)。
80岁以后，他潜心艺术，十五年足不出户，谢绝一切应酬，人品、诗品、画品在这十五年又得到一次
提升，实属高风亮节，难能可贵。
同道认为，申先生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但与结发妻子共同生活七十七年，相依为命，恩爱如初，也
真是传统的楷模。
    书画家是靠作品传世的，所以收藏他们的作品就显得格外重要。
许多东西当时不稀罕，一旦失之，便觉贵之。
比如王羲之、王献之的墨迹，据传宋代内府还有700多件，如今已廖若星辰，可数的几件真伪尚存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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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收藏对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
今天这本画集面世，我很高兴地看到上海收藏家郑恩德先生所具有的责任感和超前的眼光。
很多好东西都收到国立博物馆、美术馆事实上也办不到，我们相关的政府、协会、机构日理万机，也
不可能顾及每一位艺术家，好在现在民间的人士很重视，补了公家之不足。
现在，一位民间的老人，有心有意，念着申老的好，念着申老105岁的诞辰，念着他过世10年了，以一
己之财力来出版这本书，这是令我十分感动的。
确切地说，这是一本藏品集也是一本文集，收录了郑先生收藏的申石伽作品五十余件、诗词作品和上
海名流评论申老的文章40余篇，这是一份郑重的纪念，是一本值得大家读一读的书，也是郑先生的一
份情。
郑先生对我说，“因为敬重申老的人品、画品，所以申老在世时我就收藏他的画，这几年价钱高了，
看到好东西忍不住还要收。
”如今的收藏界为着投资增值去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为着艺术、情义去收藏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不可
厚非前者，但我们有理由敬重后者。
郑先生倾囊收藏申老的作品，念着申老的旧情还愿般地出版这本书，是值得称颂的。
由此，也使我感到生活是美好的，它总是让我们看到希望。
    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    祝君波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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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丹青申石伽》是一本藏品集也是一本文集，收录了上海收藏家郑恩德先生收藏的申石伽作
品五十余件、诗词作品和上海名流评论申老的文章40余篇，这是一份郑重的纪念，是一本值得大家读
一读的书，也是郑先生的一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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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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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海这个城市，历来藏龙伏虎，说不准何处寻常巷陌，默默地住着位满腹经纶胸有大才或一身绝艺的
国宝级人物。
    在沪西兴国路一幢老式楼房的十几平方米小屋里，住着位清癯修长、年逾九秩的老人，耳聪目明，
腰背硬朗，每天仍能临窗挥毫不辍。
他工诗、工书、工画，他以画竹享有大名，世称“竹王”。
他的山水画，行家无不服膺，足可与近现代画坛顶级大师相颉颃。
诗词书画创作以外，又致力于著述，仅《山水画基础技法》一书已出版七次，印数数十万。
在文化人中，他的知音并不少，像陈从周就盛赞他是“君子人”，谦称他与自己“谊在师友之间”。
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多年来拒绝应酬，婉谢采访，近九年来更是足不出户，淡泊明志，不求闻达。
他就是申石伽。
    “万柳藏春”寓深意    申石伽出生于杭州世家，诗礼传授，早年学画于王潜楼，学诗文于俞阶青，
及长，在杭州盐务中学执教时，已享有大名，诗文画作名重一时。
其书斋“留蕊草堂”，总是“座上客常满”，自然多半是慕名前往求书求画的。
    杭州沦陷后，日寇千方百计欲罗致石伽为其所用，但作为清代书画家申宜轩之文孙，自幼秉承祖训
“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岂肯认贼作父，自然坚拒日寇的“邀请”。
于是侵略者乃施以软禁，妄图逼他就范。
    就在石伽处于困境时，比他大24岁的忘年交叶熙春医师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叶熙春，杭州人，乃上海名医、书画收藏鉴赏家，石伽画作的知音。
为免石伽沦于敌手，便花钱托人为石伽通关节，让石伽避祸来沪，住进租界牛庄路。
石伽抵沪后，以满腔民族愤激之情寄托于诗画间，其中最为世人传颂的便是“十万山水图”。
    “十万图”，是石伽十幅山水力作，其画题均以“万”字为首。
首幅“万柳藏春”，创作于杭州被日寇软禁时，其意为：“中国人是压不垮的，像万树杨柳蕴藏着春
天的生机，定会进发而出的！
”第二幅“万壑争流”也作于杭州，当时抗日救亡运动，恰如万壑争流，石伽命意与之后的《黄河大
合唱》异曲同工。
    石伽抵沪后又陆续画出八幅“万”图，连前二幅，合成“十万图”，“十万”的弦外音，无疑是“
民族危难，十万火急”！
    石伽在上海完成的八“万”图，分别是“万峰行旅”、“万里风涛”、“万点青莲”、“万树秋声
”、“万松云起”、“万芦飞雁”、“万竿烟雨”、“万山堆雪”。
    石伽的“十万图”，寓意深厚，笔笔传神。
诸如风涛、青莲、征雁，象征抗日生机；万松、万竿、万山则点出抗日力量。
故“十万图”一出，沪上叹为观止。
石伽于1938年在上海开过二次画展，他以书画笔润创办“友声图书馆”于威海卫路威海新村。
解放后，他即将这个图书馆捐赠给人民政府，作为献给新中国的见面礼。
    叶熙春医师购下“十万图”，并由叶氏问苍山房以珂罗版精印二千册问世，被习画者奉为范本，石
伽之名，盛誉沪杭，求画者盈门。
后来郑逸梅先生曾在香港《文汇报》上著文赞之，称“申石伽以‘十万图’成名寿世”是言之有据的
。
    门下弟子三千人    石伽老人少时心仪佛学，笃信佛教教义“不染尘杂，甘为众谋”。
石伽这个名字中的伽，取自梵文伽蓝，石则取其坚贞，故石伽自少年始，即立志坚定为众，在他成名
后，在沪杭相继创立“小留青馆书画社”，广收弟子，辛勤执教国画山水技法。
解放后他又办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六十多年来，门下弟子逾三千，近年驰骋画坛的蔡天雄、汤肇基、
张强辛诸子皆出其门下。
但石伽老人却表示，他一个学生也没有！
“进门跟我学，是弟子门生，出门就是朋友了，谈不上师徒，所以也可以说：学生一个没有，我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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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进门，修行全仗他们自身啊！
”    石伽老人收徒是效法孔夫子，有教无类，各行各业都有。
他也像随园老人袁枚一样，收了不少有才华的女弟子，例如他的长媳及次媳(许莎青、胡蕴青)便是他
“小留青馆”的入室弟子，均以“青”字命名。
此外像昆剧表演艺术家岳美缇女士也是石伽老人的高足。
岳美缇习画认真，作画有灵气，演戏作画融会贯通，互相发明。
她常向人提及申老对自己的教诲：“你上舞台前，先神入画境，这样站在台上，才能‘玉树临风’，
光彩照人，角色书卷气立见！
”对这位老画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耄耋重绘“十万图”    叶熙春医师，解放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
。
其时，叶氏将珍藏的不少历代著名书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等单位，但留下“十万图”等当代名作，
拟在有生之年对这些佳作进行剖析阐释后再行捐献。
谁料“文革”浩劫，叶氏以“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双重身份被批斗抄家，“十万图”连同其
他珍品都被“造反派”一抄而光。
“文革”中叶熙春先生忧郁而逝，临终前，他一再嘱其子叶清江等：“一定要把“十万图”找到手，
然后献给博物馆，否则我在地下也难以瞑目⋯⋯”    “十万图”杳如黄鹤，无迹可寻，叶清江与“十
万图”的作者、父执申石伽开始又联系不上，为此十分焦急。
“文革”后，叶清江以乃父事迹为题材的《杏林春雨》6集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申老的注
意。
这样，当时八十多岁的申老与六十多岁的叶清江得以相聚。
当获悉“十万图”已佚，为慰叶熙春在天之灵，报知遇之情，申老以八七高龄，第二次画出“十万图
”。
据行家分析，这第二稿“十万图”较当年的“十万图”有过之而无不及。
半个世纪的沧桑阅历，使这次创作的“十万图”更富神韵了。
    第二次脱稿的“十万图”完成于1993年，“十万图”连同申老其他作品共五十余幅，应台湾艺术界
敦请，前往展出，结果大为轰动。
台湾各报纷纷报道，赞之为国宝级珍品。
皇冠艺文中心将这些珍品制版出书，初版问世后被抢一空，四十余幅佳作被博物馆收藏，供人观赏，
因而第二次的‘十万图’又不在石伽身边了。
而第二稿“十万图”原来是为酬老友叶熙春的遗愿而作，要送到杭州的。
于是申老决心以九旬高龄三画“十万图”！
    斗室三创“十万图”    1994年，石伽老人以89岁高龄三创“十万图”于斗室中。
称老人的画室是“斗室”，确实是名实相符的，大小不过十平方米，除两只书柜与单人沙发外只有一
桌三椅。
要是他想使居处略为宽敞些，本非难事，但他宁愿以稿酬谢作助学金，甘居陋室，九年足不出户，布
衣素食，孜孜绘事，体现了一位艺术大师的德馨。
    石伽老人说：“我这个人与世无争，日常涂几笔诗书画，正是精神上的享受，别无他求。
”    “戒贪寡欲清心宁志利众”，这十个字便是石伽老人近一个世纪以来恪守的信条。
石伽老人说：“佛身边的伽蓝鸟叫得动听，我是石头伽蓝鸟，不会叫。
”他的书画劳作七十佘年，画作逾万，著作等身，但他却厌恶沽名，尤忌被“炒”。
日前曹阳与叶清江以石伽事迹编写电视剧本，他说：“我的名字无非过眼烟云，不值得去写。
”后见推诿不过，才表示如他的经历尚能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时期的某一精神侧面，写，自
然也无不可，但主角决不能用申石伽这个名字。
年逾九十的老人，对自己的十字守则，仍恪守不移。
    无功利心是一件事，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是另一件事，他三创“十万图”真可谓全身心投入画幅，从
而使“十万图”的第三次创作更加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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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行家对之评论说：“超脱而复深厚，神韵蕴藏笔底，功力不凡，构思精致，启爱国之心于山水间
也。
”福建海峡出版社特以之制版印成1996年挂历数十万册，今年上海又与申老约定，用来印刷1997年挂
历。
“十万图”为行家激赏，可见一斑。
    一门鼎盛六画师    1966年前，石伽老人曾积十年心血编著《历代诗词韵语选》130万字，可惜毁于“
文革”，而在这场浩劫中被抄散失之诗书画更不计其数。
对此老人总是淡淡一笑，指着墙上一幅画作上的题诗“幻化世情心上过，叱咤风云腕底来”，说：“
劫难已过，今则欣逢改革盛世，我又能安心作书画，不再有劫难干扰了，这便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长子小伽、次子二迦也已步八老年，我家是‘父子亦师生，婆媳如母女。
孙儿当教授，著书十五部。
同在上海滩，和睦天伦聚’，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我能不为劫后新生活而高兴吗？
    石伽老人的夫人夏畹君，先祖夏同善，即为杨乃武冤案平反奔走的循吏。
两人结婚七十年，至今伉俪弥笃。
他们抚育了三位公子小伽、二迦、幼伽，都克绍箕裘，自幼从父学画，均以画作名世。
老人二位媳妇许莎青、胡蕴青也是石伽老人的得意门生。
一门六画家，堪称佳话。
老人的孙儿申小龙虽非画家，但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书立说，自与家学渊源有关。
石伽老人见功力更富神韵了，说：“我们父子均已进入老年，而在绘画生涯中，尚在相互角逐，实为
平生一件乐事。
”他又说：“我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才是大好的事情呢！
”    石伽老人的谦逊淡泊是出了名的，以慎言律己，七十多年来心不旁骛，“作画乐教画更乐”(石伽
语)，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难怪人们赞颂其画艺并及其子云：“英杰一门六画才，丹青十‘万’巧安排。
古稀耄耋相角逐，叱咤风云腕底来。
”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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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3月6日，是申石伽先生诞辰105周年，6月30日是其逝世10周年纪念日。
现有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为此出版《世纪丹青——申石伽》一书，我非常欣慰！
我从内心深处觉得申石伽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世纪老人。
我认为申石伽首先是位诗人，还是以诗人身份从事绘画艺术的美术教育家。
他崇高的艺术思想境界和人生哲理不同凡响。
他的诗清逸秀奇、情趣盎然；他的画技法娴熟、独标风骨，诗魂画格，相得益彰。
申石伽14岁向俞陛云先生学诗词，俞陛云是前清朝进士，以一甲三名赐探花及第，授编修。
他的祖父俞曲园是词学大家。
俞陛云的儿子俞平伯是红楼梦研究专家。
申石伽在“俞楼”门下学习诗词，从此打下了良好的诗词基础。
申石伽向王潜楼学习绘画，王潜楼是清朝慈禧太后宫内的御用画家，也是专为慈禧太后代笔的花卉山
水画家，传统绘画技艺极高。
    申石伽年少开始就接受这二位名师教授，诗画技艺大增。
19岁在王潜楼老师指导下，在杭州成立“西泠书画社”，从此后申石伽的笔名为“西泠石伽”。
他的绘画佳作上，必题妙诗，80年来，都是如此。
    申老80岁后不参加社交活动，沉吟古诗，倾心丹青。
我是他家常客，蒙允拜见，观赏图画，聆听教诲，受益匪浅；品读诗词，仰慕人格，我由然起敬。
暗下决心，要为他做些事情。
1999年6月我去北京请启功为出版《西泠石伽书画集》题词。
申老很高兴，同意我的想法。
2001年3月申老见到样书，不幸6月30日谢世，当时我很伤心。
9月1日我在上海为他举办“西泠石伽书画展”由上海文史研究馆主办，上海市各位领导都出席画展。
后来我又联系到申石伽年轻时在杭州‘俞楼’的同门师妹黄定慧。
1931年黄定慧女士向俞陛云学诗词，向申石伽学绘画，当时还有二方印章，刻着“俞门弟子”。
所以黄定慧得知申石伽谢世，我想在杭州申老家乡办一次画展。
经多方联系，最后由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史馆主办，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申石伽书画展”，这
是2002年3月6日，这天是申石伽诞生96周年。
画展开了6天，盛况空前，我很高兴。
2008年，我将申石伽在绘画上作的诗词汇编一本《西泠石伽题画诗词集》，并在上海文史研究馆举办
“西泠石伽书画展”及“西泠石伽题画诗词集”首发。
今年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为申老出版《世纪丹青——申石伽》一书，我真是感慨万分。
我要感谢龚心瀚老师、祝君波老师为此书作序，还要感谢此书责任编辑余佐赞先生、于欣女士。
没有东方出版中心大力支持，要做好此事是不可能的。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好友许志浩先生、张德宁先生、安东先生、薛军先生，以及上海炎黄画院院长徐纯
中教授大力支持。
最后要感谢众多帮助过我的好友。
愿此书出版能对申石伽先生是一个真诚的纪念。
    伴石居主人郑恩德    2011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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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年是申石伽先生诞辰105周年，也是他仙逝10周年。
申石伽先生是一位资深的大画家，鉴于他深居简出，为人低调，不让宣传，更不让“炒作”，对于他
的创作，教画育人和为人的详细知之甚少。
为了纪念这位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和诗人申石伽先生，中国东方出版中心将出版《世纪丹青申石
伽》，介绍他一生为艺为教的感人事迹。
本书由许志浩、郑恩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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