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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鸣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
景，在陈逸飞上学时，根据学校要
求一度学习发报。学习班的地点就
在北京东路江西中路转角处的中国
垦业银行 （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
建筑）。中国垦业银行由俞佐廷、
童 今 吾 等 人 创 办 ， 成 立 于 1926
年，总行设于天津。1929 年 3 月实
行改组，由上海金融界人士秦润
卿、王伯元、李馥荪等人接办。在
这幢曾经经营商业银行储蓄、仓库

及发行业务的大楼里，陈逸飞和同
学们学习摩斯码。而弟弟陈逸鸣趴
在自家窗口，就能看见哥哥在那边
学习的身影。

这就像一个隐喻。在之后的人
生中，陈逸鸣总是一直能看到哥哥
的身影。

而现在，哥哥走了，一走就是
15 年。黄浦江浪奔浪流，江边的大
楼从洋行变成居民楼，再从居民楼
变成奢侈品店。时光流逝，更新迭
代的故事一直在发生。只是翻开城
市新的一页，很难再找到像陈逸飞
那么温文尔雅的一个男人了。

（本版照片由陈逸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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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甬籍油画

大师陈逸飞英年早逝

15周年。作为“宁波

帮”艺术家中的杰出

代表，陈逸飞有着世

界的视野，也热爱着

家乡。他虽然成长在

上海，从外滩走向世

界 ， 但 在 这 一 过 程

中，也因为有着宁波

文化的血脉，而显得

与众不同。

《四明周刊》 今

日 刊 发 解 放 日 报 记

者、作家沈轶伦撰写

的《陈逸飞：从外滩

走向世界》，既是纪

念，也能让读者感受

宁波人的家庭和文化

对“成就”一个艺术

大师所起的作用和影

响。

哥哥陈逸飞走后，很长一段时
间，陈逸鸣晚上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有时他就干脆
开亮床头灯，任由思绪在幽暗的灯
光下散逸。

20 世纪 70 年代初，陈家的父
母相继去世，留下三个孩子。陈逸
飞是老大，下面是一个妹妹，老三
就是陈逸鸣。在陈逸鸣的记忆里，
比他大 5 岁的哥哥陈逸飞几乎是一
夜之间，挑起了家庭重担。

那时，陈逸鸣在崇明农场工
作，陈逸飞已经在上海油画雕塑创
作室 （上海油画雕塑院前身） 从事
油画创作。有段时间，陈逸鸣身体
不好回市区就医，忙坏了哥哥，他
托人找关系让陈逸鸣住院。在去医
院的路上，陈逸飞从口袋里横掏竖
掏拿出所有的钱为弟弟买点心、巧
克力。第一次探病，还给弟弟送来
自己装订的速写本，嘱咐弟弟一边
养病，一边有空就画画素描，不要
荒废学业。这真的是“非常陈逸
飞”的嘱咐——直到生命最后一
刻，陈逸飞都没有放弃对视觉艺术
的执着。他曾安慰生病的弟弟要注
意身体，劳逸结合，但陈逸飞自己
却太忙了，太忙了，忙得压根预料
不到，被命运先带走的是他自己。

那一场青年时代的病，也是陈
逸鸣追随哥哥的脚步、正式走上职
业艺术道路的关键时刻。

在病愈休养时，陈逸飞曾把陈
逸鸣接到上海油雕室，弟弟就住在
陈逸飞的单人宿舍里。陈逸鸣记
得，“哥哥的房间里，藏了很多画
册和国外经典小说、散文集。我就

是在那时第一次读完了 《契诃夫短
篇小说》 及 《约翰·克里斯朵夫》
等名著，我至今不知他哪儿来的那
么多书。他还为我请了老师教英
语。他忙于创作，水粉画 《革命青
年的榜样——金训华》 就是那时他
与另一位业余作者共同创作的，也
因此崭露头角。我能时常出入油雕
室是令人羡慕的，对我走上职业艺
术道路至关重要。”

这也是陈逸飞开创人生里程碑
的时刻。

在上海油雕室，陈逸飞以一系
列 主 题 性 的 创 作 《黄 河 颂》《红
旗》《占领总统府》 等开始吸引全
中国画坛的目光。其中，陈逸飞在
1972 年创作的 143.5×297cm 的布
面油画 《黄河颂》 最出名。在宽银
幕式的画面上，一位战士站在黄河
旁的山岭上，眺望天际。脚下，一行
大雁斜飞南行。整幅作品充满了英
雄主义的浪漫色彩。后来，这件作品
在香港苏富比公司拍卖，成为当时
中国最昂贵的油画之一。在 2007 年
中 国 嘉 德 春 拍 上 ，以 4032 万 元 成
交，再创中国油画成交纪录。

一

陈逸飞和陈逸鸣的家——位于
上海市北京东路 159 号大楼里的住
所，在那些年里，一直是全国美术
创作者和艺术爱好者的聚会中心。
在陈逸飞去世 15 年之后，还不断
有画家、艺术家撰文回忆青年时代
慕名前往拜访，在陈逸飞家里受益
的情景：陈逸飞说话细声慢语，待
人客气有礼，对于初次上门的陌生
青年，他也会无私摊开自己所有的
素描本，任由后辈青年一张一张
看，大家畅谈艺术和绘画⋯⋯

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几乎是
所有人对陈逸飞的印象。

后来成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
术学院院长的朱刚回忆说，20 世
纪 70 年代他每一次观看画展，都
要在陈逸飞的油画前驻足良久。他
当时看这位比自己大 12 岁的师兄
的作品，远观构图和空间，近看色
彩和笔触，不断揣摩细节，甚至在
半个世纪后也能立即描述出来。朱
刚记得，“那时几乎没有素描展，
进美校前，能够见到的陈逸飞素描
是当时美术爱好者手中流传的黑白
翻拍照片，巴掌般大小，且几经复
制，十分模糊，偶见一张清晰点
的，便如获至宝，争相传阅。那些
相片是那个年代美术青年手中的

‘硬通货’。”
朱刚记得，当他在天津路 414

号的上海市美术学校读书时，一次
听说陈逸飞来了。在老师孟光的手
里，朱刚第一次见到陈逸飞素描原
作。“陈逸飞的素描十分完美，线

条、明暗、虚实、结构都准确地表
达了对象，且人物传神，有种呼之
欲出的感觉。陈逸飞的素描 《海
军》 被孟老师作为教材，用来讲解
写生技巧。画画一定要从整体着
手，该抠的地方抠，该虚的地方
虚，才能画出味道。孟老师还充满
期许地鼓励：‘只要你们也像他一
样，刻苦努力，用心画画，同样也
能用每一笔线条、每一块明暗，画
出完美的作品来。’”

究竟是，因为生而为大哥，所
以不得不有了为人父兄的宽厚和担
当，还是有的天才，注定生来就要
被人追随？不论在画坛上，对无数
爱好美术的青年而言，还是在家
里，在兄弟的前途命运上，陈逸飞
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担当了一个模范
的形象。

从 1958 年起就与陈逸鸣同窗
的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住在
和陈逸飞、陈逸鸣家很近的上海圆
明园路，少时往来频频。许多年
后，他作为旁观者，这样描绘陈逸
飞原生家庭对这位画坛领袖的影

响：“陈逸飞是宁波人，而且出生
在宁波，陈逸飞的父母非常珍视宁
波文化，治家严格。陈逸飞的母亲
会用宁波话背诵 《朱子家训》。”同
样是宁波籍的陈燮君，对这份严格
倍感亲切。两家因为孩子的友谊，
而缔结了全家的友谊，在之后很多
年，彼此拜访时都会互赠宁波人爱
吃的黄泥螺、蟹糊等食物。

这是一幅有趣的场景。在上海
外滩地区，从北京东路出发，到圆
明园路，或者从圆明园路到北京东
路，两户宁波籍的旅沪家庭往来不
断。在离开宁波 300 多公里的上海
的街角，在黄浦江风的吹拂下，他
们不断确认的，是对家乡的文化规
则的认同。

二

陈逸飞和陈燮君家所在的上海
市北京东路到圆明园路一带，曾是
新中国成立前，中外贸易机构、金
融机构最为集中的区域。

资料显示，上海自清道光二十
三年(1843 年)被辟为商埠后，英、
美、法、德、日各国商人相继来上
海开设洋行。1845 年，英国领事
与上海道台拟定在上海县城外北面
设第一块租界，这块沿黄浦江呈带
状铺开的滩地就是最早的外滩。一
批具有西方风格的建筑从此在这里
拔地而起，到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 时，已有洋行 116 家，其中不
少就坐落在外滩。

19 世纪后期，上海的洋行已
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英商洋行
仍 占 上 海 洋 行 总 数 的 60％ 以 上 ，
其户数的增长和进出口贸易所占比
重 都 高 居 首 位 。 其 后 ， 法 、 德 、
美、俄、日、荷、比等国相继开办
的银行，均设在外滩。其中最早进
入上海的一批老牌洋行，如怡和、
仁记、义记、沙逊、泰和、天长、
祥 泰 、 元 芳 等 已 有 50 年 以 上 历
史，发展成进出口贸易大户。

至上海解放时，全市 14 家外
资银行，都设在外滩及邻近地段
内。国民政府“四行”的总行也设
在外滩，“两局”亦设在邻近外滩
地段。近外滩的江西中路及附近区
域，是主要私营银行的集中地。新
中国成立前，设在这一地段的银行
多达 31 家，其中有著名的“北四
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银
行）、“南四行”（浙江兴业、上海
商业储蓄、新华信托储蓄、浙江第
一商业银行）。此外，北京东路、
九江路、河南中路及南京东路分别
设有银行 21 家、20 家、16 家及 10
家。这几条马路上开设的，大多是
资本雄厚、声誉较高的银行。

而钱庄及小型银行主要集中在
宁波路和天津路的东段地区。钱庄
早期开设在福建中路邻近南市的区
域，后逐步向境内东北方向发展。
1922 年，钱业公会在宁波路隆庆
里建立会馆后，宁波路、天津路的
大小里弄内陆续开办了许多钱庄及
私营银行。如宁波路兴仁里仅 100
米不到的弄堂内，就有近 20 家。

1949 年 之 前 ， 这 一 地 区 的 钱 庄 、
银行有 90 余家。

根据 1950 年 3 月登记的外商在
沪进出口企业情况表显示，陈逸飞
家所在的北京东路 159 号大楼，为
1924 年创办的锦名洋行出口部所
在地。而 159 号，只是这个庞大的
转角建筑物的一部分。其所在的整
幢建筑物被列入上海市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其建
造年代记录显示：建于 1911 年前。

在陈逸鸣的记忆里，北京东路
159 号 的 大 楼 宽 敞 、 内 部 层 高 颇
高，走廊和房屋的设置还保留了办
公用房的格局。1955 年前后，因
为父亲所在单位分配，一家人住进
159 号四楼的一间屋内。同楼合住
的有十几户人家。昔日的外商办公
楼由此至今，一直作为本地居民住
宅使用。

几乎从少时读书起，总有哥哥
的伙伴和同学，到北京东路来等陈
逸飞一起出门写生。来玩的朋友们
告诉陈逸鸣，大家既喜欢到他家
玩，又不喜欢到他家玩。喜欢，是
因为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不喜
欢，是因为陈家在走廊的尽头，走
过去时，必须经受走廊里家家户户
的 眼 神 “ 检 阅 ”。 办 公 楼 虽 然 宽
敞，但改成居民住处，生活其实还
是有许多不便。陈逸鸣记得，那时
候家家户户在楼道里家门口竖一个
小炉子做饭，夏天的时候，更是家
家户户敞开房门，毫无隐私。

今日的圆明园路 97 号安培洋
行大楼，是今日外滩源的组成部
分，定位为奢侈品旗舰店以及高级
餐厅场所。这是一幢建于 1907 年

（一说建于 1911 年） 的大楼，由当
时上海著名的建筑事务和地产公司
英资通和洋行设计监造，建筑主体
呈英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装饰部
分则受到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为砖
木 混 合 结 构 。 1941 年 至 1948 年 ，
安培洋行 （瑞士） 曾在此办公。

20 世纪 40 年代，陈燮君的祖
辈从宁波到上海谋求发展。在银行
工作的父亲“顶”下安培洋行顶楼
的一间小房子，母亲则就近在北京
路圆明园路口的托儿所里当所长。

孵育移民二代的这个区域，用
英国领事馆、新安堂、圆明园公
寓、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

会、哈密大楼、协进大楼、兰心大
楼以及真光大楼等带有强烈异域文
化痕迹的建筑，为少年们的审美打
下最初烙印。夜里轮船在吴淞口鸣
响长笛的声音，每个小时海关大楼
传来的报时钟声，共同构成他们童
年里关于城市、关于港口、关于外
部世界的最初认知。

陈燮君家所在的洋行大楼顶楼
四楼为居民住所，一至三楼当时还
是广告公司。童年时的陈燮君，刚
会写字画画就去广告公司玩，与许
多职业画家和设计师建立起终其一
生的“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如
当时在广告公司任职的徐昌酩，极
擅长画动物，数年后他在上海美术
家协会任职时又与陈燮君相逢。

比起同龄小伙伴还在街道上做
调皮小鬼，陈燮君和同班的陈逸
鸣，早早展露对绘画的兴趣，他们
能在画板前一坐一下午。夜晚，他
们一起驻足于圆明园路、滇池路、
虎丘路的老大楼前，从透着光亮的
窗外揣摩里面的世界，幻想各种情
节和故事，也一起对着这些建筑写
生。等到年长一些，两人就在周末
相伴去黄浦区少年宫习艺，闲暇时
一起去福州路淘买画册碑帖。圆明
园路上，两个挨在一起的小小的孩
童脑袋，渐渐长成了两个身材颀长
的青年，相约背着硕大的画框，好
奇地打量这个既属于异质文化但又
亲切无比的街区。

陈 逸 鸣 记 得 ， 1965 年 的 一
天，自己曾经过中山东一路 33 号
的原英国领事馆，看到英国国旗下
半旗，一问才知道，是英国前首相
丘吉尔过世。这让他感到讶异，并
展开了对外国生活的想象——外滩
就是一个窗口，将世界的信息展现
在人们眼前，也让人憧憬：原来在
眼下的环境之外，还有别样的风
景、文化和未知的天地。

正是在这一年，陈逸飞毕业于上
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现上海大学上海
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同年进上海
油画雕塑创作室从事油画创作。

三年后的 1968 年，陈逸鸣到
崇明东风农场务农，与北京东路第
一次暂别。15 年后的 1980 年，陈
逸飞赴美留学，不久陈逸鸣也赴
美，兄弟俩从北京东路出发，从此
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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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飞陈逸飞：：
从外滩从外滩
走向世界走向世界

陈逸飞与弟、妹合影（1955年）
左起为陈逸鸣夫妇、陈逸飞和陈敏静夫妇，在上海市北京东路159号前留影

陈逸飞在纽约（1984年）

陈逸飞画弟弟陈逸鸣、妹妹陈敏静的素描（20世纪60年代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