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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派繪畫的出現與發展，揭示了藝術發展的其中一個特點，即是跟隨市

場經濟發展而變化，並創造一個時代的新風。海派繪畫藝術的大眾化和

市場化，順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海派繪畫藝術中，色彩

作為一種重要的藝術語言形式，受到高度的重視。

關鍵詞  海派繪畫；市場經濟；商品中國畫

海 派 繪 畫 的 出 現 與 發 展， 揭 示 了 藝 術 發 展

的 其 中 一 個 特 點， 即 是 跟 隨 市 場 經 濟 發 展 而 變

化，並創造了一個時代的新風。

1843 年 的 11 月 17 日， 因 應 着 鴉 片 戰 爭

的 失 敗、《 南 京 條 約 》 的 簽 訂， 上 海 正 式 對 外

開 埠 通 商， 各 類 商 貿 活 動 瞬 間 繁 榮。 各 國 列 強

攜 帶 着 經 濟 資 本 大 量 湧 入， 紛 紛 設 立 了 享 有 治

外 法 權 的 租 界、 洋 行、 銀 樓。 一 時 之 間， 上 海

埠 內 商 號 林 立， 人 口 劇 增， 由 漁 農 社 會 在 短 時

間 內 轉 變 成 了 一 個 以 金 融 和 工 商 業 為 主 體 的 社

會。上海這個昔日中國區域性的“江海之通津，

東南之都會”，一躍而成了國際之通津、都會。

上海人口也隨之劇增，有當時的統計資料顯示，

在 開 埠 前， 上 海 人 口 僅 有 兩 萬 餘 人， 隨 着 經 濟

繁 榮 以 及 1860 年 太 平 軍 戰 事 引 致 的 外 來 人 口

湧 入， 滬 上 人 口 已 達 五 十 餘 萬。 經 濟 之 繁 榮 瞬

間 超 越 當 時 南 方 的 廣 州， 士、 農、 工、 商 包 括

各 類 藝 人、 工 匠 雲 集， 使 得 上 海 這 個 昔 日 長 江

邊 上 淞 滬 灘 地 的 小 漁 村 一 躍 而 起， 成 為 近 代 中

國 最 為 繁 華 也 是 最 具 吸 引 力 的 地 方。 黃 協 塤 在

1889 年 的《 淞 南 夢 影 錄 》 寫 道：“ 上 海 本 彈 丸

蕞爾地，而富商大賈雲集麟從，以佻達為風流，

以 奢 豪 為 能 事， 金 銀 氣 旺 ……”。 正 因 如 此，

在 上 海 居 住、 生 活 的 中 外 商 賈， 窮 極 奢 侈 的 生

活 引 起 了 新 的 文 化 觀 念 和 價 值 觀 念 的 改 變，

衝 擊 了 在 上 海 和 周 邊 生 活 的 文 人 的 傳 統 思 維 觀

念。 也 勢 必 使 得 當 時 在 該 地 區 的 繪 畫 藝 人 因 應

生 存 背 景、 作 品 市 場 的 改 變， 帶 來 了 作 品 內 容

的改變。

傳 統 中 國 繪 畫 在 清 代， 是 一 個 傳 承 明 代

傳 統 卻 又 走 向 微 衰 的 特 殊 時 期。 從 歷 史 角 度

看， 在 康、 乾 二 朝， 正 是 清 代 的 典 盛 時 期。 這

期 間 文 人 畫 家 活 躍， 宮 廷 畫 工 興 盛， 皇 家 花 費

大 量 的 財 力 和 調 動 頗 多 的 人 力， 作 畫 編 書， 文

化 興 盛 乃 歷 朝 之 鼎， 一 派 欣 欣 榮 盛 景 象。“ 四

王 ”“ 八 怪 ” 名 氣 大 爆 發， 就 連 清 初 那 批 遺 民

畫 家， 也 因 此 而 安 身 立 命， 靜 心 於 書 畫，“ 遊

藝於筆墨”。但歷史的發展，總是波浪型前進，

螺 旋 形 上 升。 高 潮 過 後 總 會 有 一 個 底 谷 接 踵 而

來。 到 了 嘉 慶 朝 的 社 會， 已 顯 現 出 了 封 建 社 會

漸 趨 沒 落 敗 象， 皇 室 經 濟 大 不 如 前， 並 因 此 而

衝 擊 了 藝 術 的 發 展！ 當 時 雖 有 各 派 林 立， 名 人

迭 出， 但 卻 為 宮 廷 畫 院 所 累， 重 傳 統 乏 創 意。

受皇室扶持的“四王”（王時敏、王鑑、王翬、

王 原 祁 ） 成 為 畫 壇 正 統 派， 以 摹 古 為 主， 講 究

筆 墨 技 巧 卻 缺 乏 創 意 生 氣。 究 其 原 因， 這 是 因

為 宮 廷 中 的 皇 室 統 治 者， 為 維 護 岌 岌 可 危 的 政

治、 經 濟 局 面， 沿 用 滿 漢 文 化 差 異 的 思 維， 鉗

制 並 打 壓 了“ 非 正 統 畫 派 ” 的 創 作 思 想， 把 繪

畫 作 為 為 統 治 者 服 務 的 工 具， 強 調 體 現 皇 權 精

神， 維 護 皇 室 尊 嚴， 而 強 硬 抑 制 了 畫 家 的 創 作

思 維。 同 時 也 把 繪 畫 藝 術 的 欣 賞， 局 限 在 文 人

官 僚 之 間、 皇 室 宮 廷 之 中。 在 這 種 環 境 下，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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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名 噪 江 南、 力 主 創 新 的 非“ 正 統 ” 的“ 揚 州

八 怪 ” 也 在 這 股 壓 力 下， 漸 行 漸 弱， 昔 日 的 生

氣 消 失 了。 大 膽 設 想 一 下， 若 非 如 此 的 環 境 改

變， 或 許“ 揚 州 八 怪 ”“ 金 陵 畫 派 ”， 他 們 也

能 創 一 代 新 風， 畫 出 繪 畫 史 上 更 大 的 篇 章。 這

也 為 後 來 的“ 海 派 畫 風 ” 的 出 現， 創 造 歷 史 的

客 觀 條 件 和 滋 養 土 壤。 值 得 提 出 的 是， 清 末 乃

至 更 久 遠 的 歷 朝 歷 代， 文 人 畫 家 們 的 作 品， 或

出 自 對 自 然 景 物 的 觀 察 描 寫， 獨 樂 自 娛 之 餘，

也 與 他 人 共 享； 或 借 物 喻 情 寄 託 個 人 的 思 緒，

隱 晦 地 表 達 自 己 的 入 世 觀 念 或 人 生 思 考， 鮮 有

將 自 己 的 作 品 化 作 商 品 交 易 所 用， 更 談 不 上 大

規 模 批 量 化 地 創 作 迎 合 市 場 需 求 的 書 畫 作 品。

對市場經濟的意識考慮極少。

而 在 這 個 時 期 的 上 海 以 及 周 邊 的 江 南 地

區， 因 當 時 社 會 的 這 種 大 變 化， 給 傳 統 生 活 環

境 中 的 文 人 們， 造 成 了 極 大 的 困 擾。 昔 日 賴 以

生 存 的 幾 分 薄 地， 多 數 在 城 市 擴 大 化 的 過 程 中

化 為 烏 有， 過 去 那 種 門 客 與 金 主 的 關 係 也 在 慢

慢 地 發 生 變 化。 畫 家 既 要 面 對 舊 時 生 存 環 境 的

改 變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又 要 面 對 城 市 中 大 量 新 興

市 民 和 工 商 階 層 對 繪 畫 的 商 品 性 的 需 求 誘 引，

使 得 當 時 文 人 畫 家 無 意 再 用 書 畫 以 自 娛， 冶 情

養 性， 或 作 為 一 種 體 現 自 修 養 及 文 化 交 流 應 酬

的 手 段。 他 們 需 要 於 筆 墨 之 中 討 生 活， 以 謀 生

存 之 需，“ 各 省 書 畫 家 以 技 鳴 滬 上 者 不 下 百 餘

人 ”， 他 們 應 時 而 出， 勇 以 創 新， 衝 擊 陋 習，

衝 出 低 谷， 打 破 了 清 末 畫 壇 一 度 冷 寂 的 局 面，

漸 漸 形 成 海 派 繪 畫 文 化， 譜 寫 了 中 國 近 代 繪 畫

史上的嶄新一頁。

程 十 髮 老 先 生 曾 經 說 過， 上 海 無 派， 有 文

化。 可 以 這 麼 說， 所 謂“ 海 派 ”， 不 能 算 是 一

種 流 派， 只 能 是 一 種 在 轉 型 期 中 的 一 股 熱 流，

或 者 說 是 眾 多 在 上 海 或 在 周 邊 生 活 的 畫 家 們，

因 應 客 戶 訂 購 要 求 而 畫 的 新 穎 內 容、 風 格。 中

國 畫 的 流 派 形 成， 往 往 帶 有 師 承 關 係 或 者 是 地

域 因 素， 例 如“ 松 江 畫 派 ”“ 吳 門 畫 派 ”， 例

如“ 黃 山 畫 派 ” 及“ 華 亭 畫 派 ” 等 等， 都 有 鮮

明 的 地 域 特 徵、 筆 墨 風 格、 內 容 特 徵， 並 且 具

備 一 種 可 供 後 學 宗 法 的 法 則。 而“ 海 上 畫 派 ”

或稱之為“海派”，畫家之間師友同修、借鑑、

影 響， 亦 師 亦 友。 雖 是 在 上 海 組 織 畫 會 行 會，

共 訂 潤 金， 但 彼 此 之 間 並 無 特 定 筆 墨 痕 跡， 他

們 只 是 相 互 探 討 交 流、 切 磋， 使 自 己 的 作 品 更

能 滿 足 當 時 的 客 人 需 求， 如 何 雅 俗 共 賞， 甚 至

議 定 書 畫 作 品 的 價 格。 這 實 在 是 一 種 文 化， 而

難 以 稱 之 為“ 流 派 ”。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單 國 強，

曾 在 文 章 之 中 表 述：“ 至 於‘ 海 派 ’， 其 定 派

原 則 已 非 單 純 的 按 照 地 域、 傳 承 風 格， 而 是 從

地 域 文 化 類 型 的 視 角 來 命 名 的， 是 近 代‘ 都 市

型 ’ 的 文 藝 思 潮 在 繪 畫 領 域 的 反 映 ”。 而 這 批

聚 集 在 上 海 討 生 活 的 畫 家 工 匠 們 在 創 新 的 道 路

上的努力，也常被注重傳統的“正統派”譏諷，

“ 海 派 ” 一 詞 的 出 現， 也 是 出 於 嘲 諷。 光 緒

二 十 五 年（1899 年 ）， 張 祖 翼（1849-1917，

字 逖 先， 號 磊 鑫， 安 徽 桐 城 人， 因 寓 居 無 錫，

又 號 梁 溪 坐 觀 老 人， 近 代 書 法 篆 刻 名 家 和 金 石

收 藏 家 ） 在 題 吳 宗 泰 的 畫 中 就 曾 說 過“ 江 南 自

海 上 互 市 以 來， 有 所 謂 上 海 派 者， 皆 惡 劣 不 可

暫 注 目， 宗 泰 獨 能 取 資 古 人， 不 隨 流 俗， 精 進

不 已， 何 患 不 如 倪 黃 耶？” 他 提 到“ 上 海 派

者 ”， 充 滿 貶 意， 認 定 為“ 惡 劣 ”“ 流 俗 ”。

民國時期的方若（1869-1954）在《海上畫語》

中 也 是 充 滿 貶 意：“ 以 霸 氣 而 雜 市 氣， 別 成 怪

家 ” 來 稱 海 上 畫 家。 這 當 然 不 是 指 上 海 地 區 的

所 有 畫 家， 他 們 是 專 注 某 些 創 新 畫 風 的 畫 家。

由 此 可 見， 這 種 對“ 海 派 ” 的 定 位， 恰 恰 不 是

傳 統 意 義 上 對“ 流 派 ” 的 定 位， 而 是 對 一 種 文

化 現 象 的 定 位。 更 細 分 的 話， 也 僅 是 指“ 海 派

繪畫”的定位。

當 時 的 傳 統 畫 家， 對 中 國 畫 的 商 品 化，

是 嗤 之 以 鼻 的。 歷 代 中 國 畫 家， 都 是 儒 生 氣 味

極 重， 自 視 清 高， 寫 字 作 畫 一 則 自 娛， 二 則 相

互 贈 送 以 寄 情 懷。 作 畫 而 沽 則 是 偶 以 為 之， 大

都 是 在 急 難 之 時 以 作 糊 口 度 日 之 資。 鮮 有 以 買

家 要 求 附 庸 流 俗 度 身 而 寫， 為 商 人 而 作 畫 的。

這 是 因 為 在 封 建 社 會 的 觀 念 中， 士、 農、 工、

商， 四 分 人 等， 商 人 是 社 會 中 等 級 較 低 層 的，

“ 罷 黜 百 家， 獨 尊 儒 術 ”， 儒 家 也 對 商 人 極 之

看 輕。 然 而， 在 近 代 的 上 海， 市 場 對 商 人 的 依

賴 日 益 強 烈， 商 人 地 位 隨 着 上 海 商 業 經 濟 的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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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而 抬 升。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他 們 或 附 庸 風 雅 自

賞， 或 籠 絡 贈 送 他 人， 因 此 商 品 化 的 書 畫 市 場

也 應 運 而 生。 而 對 海 派 畫 家 來 說， 卻 正 是 受 城

市 商 業 化 的 影 響， 順 應 了 城 市 經 濟 的 大 環 境，

將 所 謂 清 高 風 雅 的 文 人 畫 家 概 念 置 之 腦 後， 順

應巿場的審美觀念雅俗共體，力求風格、色彩、

內 容 的 變 革 創 新， 並 且 堂 而 皇 之 高 談 闊 論， 將

自 己 的 書 畫 明 碼 叫 價。 當 時 的《 西 泠 藝 叢 》 曾

刊 出 吳 昌 碩 的 字 畫 潤 金：“ 缶 廬 潤 格。 衰 翁 今

年七十七，潦草塗鴉慚不律。倚醉狂索買醉錢，

酒 滴 珍 珠 論 賈 直。” 吳 氏 列 出 筆 墨 尺 寸 之 價

格，“ 堂 匾 三 十 兩。 齋 匾 二 十 兩。 楹 聯 三 尺 六

兩， 四 尺 八 兩， 五 尺 十 兩。 橫 直 整 幅 三 尺 十 八

兩，四尺三十兩，五尺四十兩。憑條三尺八兩，

四 尺 十 二 兩， 五 尺 十 六 兩。 山 水 視 花 卉 例 加 三

倍， 點 景 加 半， 金 箋 加 半， 篆 與 行 書 一 例。 刻

印 每 字 四 兩。 題 詩 跋 每 件 三 十 兩。 磨 墨 費 每 件

四 錢。 每 兩 作 大 洋 一 元 四 角。” 吳 昌 碩 也 自

言 是“ 一 耕 夫 來 自 田 間 ”，“ 生 計 仗 筆 硯 ”。

上 述 潤 格 可 謂 是 明 碼 標 價 非 常 詳 細。 他 已 將 藝

術 作 品 轉 化 成 了 市 場 商 品， 可 以 雅 俗 共 體 的 題

材，“ 福 ”“ 祿 ” 喜 慶 的 內 容， 令 畫 作 在 商 品

市 場 大 為 暢 銷。 其 在 致 沈 石 友 的 信 札 中 說 道：

“ 缶 為 畫 件 所 累， 每 日 做 三 件， 大 約 做 到 三 月

杪 方 可 將 去 年 所（ 欠 ） 了 卻。 書 畫 本 樂 事， 而

竟 入 苦 境， 衰 年 之 人 如 何 當 之， 還 乞 石 友 先 生

教 我。” 由 此 亦 可 見 吳 昌 碩 為 生 計 的 商 品 化 作

金 石 書 畫 數 量 繁 多， 已 使 他 由 樂 事 而 成 苦 事。

而 同 一 時 期 的 揚 州 畫 派 的 畫 家 們， 也 對 鬻 書 畫

維 生， 將 書 畫 作 品 商 品 化 的 這 一 現 實， 毫 不 忌

諱。 紛 紛 制 定 了 自 己 作 品 的 市 場 價 格， 以 求 生

存 自 保。“ 揚 州 八 怪 ” 之 一 的 鄭 板 橋， 也 不 再

自命清高而定下潤格：“大幅六兩、中幅四兩、

小 幅 二 兩， 條 幅 對 聯 一 兩， 扇 子 斗 方 五 錢。 凡

送 禮 物、 食 物 總 不 如 白 銀 為 妙 ”， 又 稱“ 公 之

所 送 未 必 弟 之 所 好 也。 送 現 銀 則 心 中 喜 樂， 書

畫皆佳。”所言直白，其情也真。

鄰 近 上 海 的 江 浙 一 帶 乃 至 各 地 的 畫 家， 在

短 時 期 內 迅 速 聚 集 滬 上， 或 長 居 或 短 住， 人 數

達 三 百 餘 人。 他 們 的 目 的 非 常 清 晰： 就 是 因 為

市 場 經 濟 的 吸 引， 力 爭 為 自 己 的 書 畫 在 市 場 上

佔 據 一 席 鬻 畫 之 地。 而 且 當 時 的 書 畫 社 團 也 由

往日無經濟功利性質的雅集，添加了經紀功能，

除 了 聚 集 書 畫 家 們 切 磋 交 流 之 外， 也 承 擔 了 買

賣的中介身份。

潤 格 的 公 開 表 明， 為 當 時 的 海 派 畫 家 提 供

了 經 濟 上 的 保 障， 也 為 海 派 畫 家 的 發 展 奠 定 了

社會地位和保障，由此可見，商人買家的需求，

催 生 了 海 派 繪 畫 文 化 的 形 成 和 發 展， 經 濟 利 益

則是其中最大的推動力。

後來成為“海派繪畫”領軍人物的任頤（任

伯 年 ）， 就 是 順 應 時 代 的 需 求， 挾 勢 而 來， 應

勢 而 行。 這 位 傳 統 功 底 扎 實， 一 生 鬻 畫 為 生 的

畫 匠， 由 此 而 名 噪 滬 上 成 為 大 家。 當 時 廣 幫 商

人 最 是 喜 歡 任 氏 畫 作， 其 由 風 雅 高 貴 至 市 俗 民

風， 由 花 卉 禽 鳥 至 神 話 人 物， 幾 乎 樣 樣 精 湛 且

又 靈 活 變 通， 以 市 場 經 濟 的 需 求 而 作。 他 客 居

滬 上 時 期， 因 購 畫 者 紛 至 沓 來， 不 得 不 由 家 人

把 守 門 口， 收 取 潤 資， 約 定 取 件 日 期， 任 氏 方

能 在 屋 內 安 心 作 畫。 可 惜 的 是 儘 管 訂 購 者 眾，

收 入 也 算 可 觀， 卻 因 染 上 鴉 片 且 肺 疾 纏 身， 大

熱 天 時 仍 要 裹 着 棉 被 作 畫， 在 1895 年 56 歲 時

悵然離世。幸而他在“煙不離口”的狀況之下，

着 眼 點 仍 在 大 眾 市 民 這 一 邊， 以 筆 作 劍 撻 伐 了

混 沌 世 界， 如《 酸 寒 尉 》《 飢 看 天 圖 》。 更 順

應 大 眾 民 意， 寫 出 了 許 多 為 大 眾 喜 聞 樂 見 的 繪

畫 題 材。 他 的 職 業 畫 家 生 涯 及 他 明 確 的 市 場 經

濟 意 識， 使 他 在 市 場 與 藝 術、 物 質 與 精 神 的 關

係 處 理 上， 取 得 了 雙 贏。 他 首 先 是 滿 足 出 錢 購

畫 者 為 主 要， 再 以 傳 統 筆 墨 根 底 為 主 旨， 融 以

設 色 艷 麗 的 民 俗 趣 味， 作 品 大 多 是 大 眾 喜 聞 樂

見 的 內 容： 梅 蘭 竹 菊、 雞 鴨 魚 鵝， 乃 至 飛 禽 走

獸。 畫 面 無 一 不 是 色 彩 淋 漓， 墨 色 翻 飛， 內 容

亦 多 是 富 貴 吉 祥、 升 官 晉 階， 或 是 商 號 啓 市、

壽 喜 婚 慶。 這 一 類 市 場 經 濟 作 品 數 量 頗 巨。 但

是， 他 在 這 個 為 鬻 畫 而 作 的 同 時 期， 仍 保 持 了

自 律 自 省 的 藝 人 品 德， 內 心 始 終 保 持 了 傳 統 畫

家 必 須 有 的 個 人 藝 術 風 格 和 底 線。 在 如 此 繁 重

的 數 量 壓 力 之 下， 又 隨 友 人 學 習 西 洋 畫 派 的 素

描 技 巧， 隨 時 在 街 頭、 酒 肆、 煙 館、 茶 樓， 臨

寫 各 種 生 活 中 的 景 致。 使 自 己 的 作 品 貼 近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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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拔 高 形 象。 畫 人 像 以 傳 神 為 目 的， 寫 禽 獸 以

靈 動 為 主 旨。 他 是“ 一 代 明 星 而 非 學 究， 是 抒

情詩人而未為史詩，此則為生活職業所限”（徐

悲 鴻 語 ）。 他 在 挖 掘 民 俗 審 美 意 識 的 同 時， 贏

得了市場的佔有率，又保留了自己鮮明個性。

任 伯 年 在 滬 上 市 埸 經 濟 引 導 下 的 海 派 藝 術

中的領軍形象，無疑也為當代的藝術和藝術家，

如 何 走 向 市 場， 如 何 在 迎 合 市 場 經 濟 的 同 時，

不 一 味 求 媚 俗 怪 異 吸 人 眼 球， 而 必 須 保 留 傳 統

保持個性，作出了一個跨時代的表率。

任 伯 年 在 當 時 的 滬 上 海 派 藝 術 市 場 上 的 成

功， 印 證 了 市 場 導 向 影 響 了 藝 術 發 展， 市 場 經

濟催生了“海派繪畫”風格。 

趙 之 謙 與 朋 友 六 皆 間 的 書 信 往 來， 更 透

露 出 他 為 官 的 收 入 還 不 及 賣 畫 為 佳：“ 弟 候 補

一 年 昏 忙 為 事， 虧 空 大 加， 轉 不 如 賣 畫 為 活，

不 畏 之 甚。 在 屬 目 者 尚 以 為 飛 天 手 段 也， 不 哀

也 ”。 又 在 給 益 齋（ 商 舖 ） 的 信 中 說“ 來 紙 及

番 錢 三 十 二 均 收 到， 容 即 為 之。 前 件 已 書 而 末

印， 明 後 日 取。 此 次 十 件 當 於 二 十 日 前 趕 為。

緣 弟 二 十 後 即 赴 湖 洲 也。 凡 屏 福 大 者 須 倍 價，

此 次 盡 可 通 融， 後 有 求 者， 謝 之 可 耳。 蓋 例 一

開，則貪便宜者踵之，實憚勞苦，非居奇也。”

益齋曾為趙之謙收訂件、潤金。

從 趙 之 謙 的 信 札 中， 可 以 見 到， 彼 時 已 有

商 號 為 畫 家 們 作 買 賣 中 介 了。 從 早 年 的“ 平 遠

山 房 書 畫 會 ”“ 吾 園 書 畫 雅 集 ” 到“ 海 上 題 襟

館 金 石 書 畫 會 ”“ 豫 園 書 畫 善 會 ”， 前 後 近 十

個 這 樣 的 書 畫 會， 將 畫 家 們 的“ 個 體 戶 ” 經 營

形 式， 集 結 成“ 合 作 社 ” 式 的 商 業 經 營 模 式，

為 畫 家 們 訂 立 潤 格， 代 理 買 賣， 而 不 僅 僅 是 一

種 藝 術 交 流、 文 人 雅 集 的 作 用。 而 且 當 時 供 應

便 於 攜 帶、 商 賈 幾 乎 人 手 一 件 的 折 扇 店 號“ 箋

扇 店 ” 林 立， 它 也 起 到 了 中 介 人 的 作 用。《 申

報 》《 點 石 齋 畫 報 》 也 頻 頻 為 書 畫 家 們 刊 登 廣

告， 代 收 潤 格 定 金。 由 此 可 見， 在 這 樣 的 氛 圍

中，海派畫家作品的商業味已十分濃厚。

以 任 伯 年、 吳 昌 碩 為 代 表 的 這 一 批 人， 已

經 由 市 場 對 他 們 作 品 的 需 求 多 寡， 釐 定 了 他 們

在 社 會 上 的 地 位 成 功 與 否。 聚 集 滬 上 的 畫 家 也

紛 紛 捨 去 過 往 的 傳 統 文 人 的 清 高 面 孔， 轉 而 尋

求 實 質 利 益。 吳 昌 碩 亦 在 給 蒲 華 的 信 件 中， 談

及 潤 格：“ 作 英 老 哥 大 人 閣 下： 讀 示 收 到 潤 筆

三 洋， 來 伴 塗 鑑， 計 開 冊 葉， 每 開 二 兩， 共 四

兩， 琴 聯 三 元， 共 潤 須 八 元 六 角， 除 收 應 找 補

五 元 六 角。 潤 單 二 紙 奉 上， 檢 入 為 荷。” 只 可

惜 的 是 蒲 華 率 性 而 為“ 有 索 輒 應 ”：“ 大 畫 鋪

於 地， 小 畫 置 於 几， 飯 前 畫 冊 頁 十 二 幅， 飯 後

揮 立 幅 數 十 ”， 他 雖 然 筆 墨 功 夫 佳 而 沽 畫 價 格

卻 低， 生 活 是 滬 上 畫 家 中 最 拮 據 的 一 個， 相 應

而 說， 也 是 社 會 地 位 較 低 的 一 個， 可 以 說 是 當

時 海 派 畫 家 中 的 例 外。 姚 燮 在 給 世 叔 蓀 湖 的 信

中， 為 朋 友 直 言“ 敝 友 萬 個 亭 兄 工 畫 能 書， 仰

閣 下 大 名， 輓 斐 言 為 介 紹， 相 晤 時 當 愛 好 如 夙

晤 也。 一 切 筆 墨 生 路， 乞 廣 為 吹 噓 之。” 上 述

幾 人 的 情 況 可 以 見 到， 當 時 的 畫 家 們 已 經 走 進

了市埸經濟的範圍之內了，產生了商業行為。

還 有 一 個 人 也 要 特 別 提 到 的， 就 是 虛 谷。

他 的 作 品 當 時 在 上 海 也 頗 受 歡 迎， 畫 紫 藤 金 魚

必 題“ 紫 授 金 章 ” 取 其 加 官 晉 階 吉 祥 之 寓 意。

但他卻沒有定居在滬。缺錢時來滬上小住，“來

滬 時 流 連 輒 數 月， 求 畫 者 雲 集， 畫 倦 即 行 ”，

他 在 滬 作 畫， 既 為 謀 生 手 段， 也 為 自 娛 自 樂。

“ 閒 時 寫 出 三 千 幅， 行 乞 人 間 作 飯 錢 ”！ 可 以

說， 他 和 蒲 華 二 人， 是 當 時 滬 上 鬻 畫 者 中 的 兩

個異類。

海 派 繪 畫 藝 術 的 大 眾 化 和 市 場 化， 順 應 了

當 時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的 客 觀 趨 勢。 以 艷 麗 的 色 彩

迎 合 了 市 場 需 求， 推 動 了 近 代 中 國 繪 畫 史 上 的

一 次 有 深 遠 意 義 的 改 變 和 飛 躍， 是 從 古 代 到 現

代 的 中 國 繪 畫 史 中 值 得 大 書 的 一 頁。 更 值 得 提

出 的 是，“ 海 派 繪 畫 ” 者 們 並 沒 有 摒 棄 傳 統 繪

畫 藝 術， 而 一 味 求 異 求 新。 上 海 的 商 業 氛 圍 和

外 來 文 化， 並 沒 有 改 變 他 們 維 護 傳 統 文 化 的 心

態 和 傳 統 的 審 美 理 念， 他 們 只 是 體 現 和 承 應 了

現 代 經 濟 市 場， 對 傳 統 文 化 的 一 種 需 求 而 作 出

的 進 步， 以 及 繪 畫 與 市 埸 之 間 的 相 互 認 同，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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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了 現 代 特 徵 下 的 藝 術 創 作。 傳 統 的 墨 色 山 水

畫 面 被 色 彩 明 朗 的 畫 面 分 割， 色 彩 鮮 明 活 潑 的

畫 面， 將 繪 畫 藝 術 從 官 府 富 商 的 狹 小 天 地， 推

向了一般商賈普通市民的闊寬市場。

由 此 而 言， 當 代 中 國 繪 畫 藝 術 中， 色 彩 作

為一種重要的藝術語言形式，受到高度的重視，

與 清 末 民 初 海 派 繪 畫 的 商 業 掘 起， 有 着 千 絲 萬

縷 的 連 帶 關 係。 他 們 在 繼 承 了 傳 統 中 國 畫 對 色

彩 的 追 求 之 外， 揉 進 了 迎 合 市 埸 需 求 的 艷 麗 特

徵。

“ 海 派 繪 畫 ” 隨 着 市 場 經 濟 的 腳 步， 由 初

起 時 的 疲 軟 之 勢， 漸 行 漸 強 而 成 為 一 股 影 響 至

今 的 強 大 潮 流。 並 對 包 括 嶺 南 派 及 其 它 中 國 畫

派的時代敷色，起了一定範圍的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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