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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呈献给大家的是一本综合性的文史资料集。

慈溪文史资料至今已编辑、出版 27辑。除本辑外，

综合性史料曾出版过 3辑，即第一辑《慈溪文史》、第十

四辑《回首五十年》、第十九辑《史林散叶》，分别于 1986

年、1999年、2009年出版。其余 23辑均为专题辑。

本辑分“人物春秋”、“史事经纬”、“民俗遗存”三大

栏目。书名《史海帆影》既有意象，又富动感，我赞赏编

辑者的才智和用心。

《史海帆影》从征集的 200万字文稿中精选精编，

总体上具有文史资料的特色，其中还拥有地域史料的

一些精品，编委会最终确定公开出版。

史料性是文史资料的前提，而好的文史资料必须

具有鲜明的“三亲”性和统战性特色。

从“三亲”要求看，《史海帆影》多数篇目是作者作

为历史当事人、见证者，对慈溪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

要民俗的客观回忆和记述，是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

第一手资料，可补史之缺，详史之略，纠史之错。如“人

物春秋”中童银舫先生对与版画家余白墅、九叶诗人袁

可嘉、文学教授华宇清等慈溪籍名人交往的记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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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经纬”中阮万国先生对筑半掘浦直塘和乡镇农产品订货会等事件

的回忆，“民俗遗存”中罗映堂先生对“慈溪婚俗”等的描叙，史料鲜

活、翔实，为我们读者提供了一般情况下难以知道的背景和细节，这

些史料还都凝聚着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富有感染力。“三亲”铸就了

文稿精品的价值。

《史海帆影》也具有统战性的特色。统战性一般体现在文史资料

工作的参与者主要是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社会各界人士。我曾把

文史资料“统战性”的体现分为三类：（1）统一战线方面的人士回忆和

记述统战方面的人和事；（2）统一战线方面的人士回忆和记述非统战

方面的重要的人和事；（3）非统一战线方面的人士回忆和记述统战方

面的人和事。本辑的作者或为政协委员，或为政协文史通讯员，均为统

一战线方面的人士，汇集他们的“回忆和记述”，自然具有了“统战性”

的特色。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号召我们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是人民政协的“主业”，而征集、研究、出版文史资料则是各级政协的

一项特色工作，也是一项为建设文化强国奉献智慧和心血的事业。我

们征编文史资料，目的在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在于传扬慈溪

优秀地域文化元素，在于为文化强市建设发挥特有的作用，《史海帆

影》的编辑出版目的亦在于此。

本辑文史若能得到读者认可，除要感谢作者外，还要感谢陈墨、

王孙荣等几位编辑的辛勤付出，感谢编委中的前辈周乃复先生等的

悉心指点！

谨以此为序。

戴南璋

2013年 5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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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七年（1881 年），15 岁的虞洽卿从家乡龙山来到上海，从学

徒开始，通过自己艰苦努力的奋斗，十年以后就在上海商界崭露头角。

1893年及 1906年初，他两次被选派随团赴日本考察，这使他大开眼

界，更看清了当时中国时弊，树立了求新求变思想。加上以后的各种积

极因素，特别是得知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看到了救国、振兴民族工商

业的希望，为投身辛亥革命奠定思想基础。

直接引领虞洽卿参加辛亥革命并介绍他加入同盟会的是陈其美。

虞洽卿虽早闻陈其美之名，但真正相识最初是在 1911 年 5、6 月

间。是年 6月，一些留日学生联络上海工商界名士和报馆学会，共同组

织成立了中国国民总会，陈其美任调查部长。当时已是全国商团联合会

名誉会长的虞洽卿，被引荐为中国国民总会的名誉副会长，这样虞与陈

就接触频繁。当得知陈其美是同盟会在沪的主要成员并正筹划革命活

动时，虞洽卿就表示支持，而且由陈介绍也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 10月初，因清廷正加紧缉拿革命党人，而陈其美当时在马

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开设天保客栈，作为上海同盟会秘密总机关，

自己以老板身份作掩护。虞洽卿认为这太不安全，提议在租界内设立活

动总机关，得到陈其美的认可。于是虞洽卿马上着手在公共租界内云南

辛亥革命中的虞洽卿
因余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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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成立了“宁商总会”，并向香港注册，取得了港英政府颁发的“特别照

会”———它使公共租界巡捕房未经会审公廨的批准，不得任意到宁商总

会内搜查财物和拘捕任何人———以此作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场所；同

时他还派人保护陈其美的安全，又捐献大洋 8000元供同盟会活动之需。

10月 10日武昌首义后，11月 4日上海也光复。当时上海为江苏辖

域，上海独立后革命党人就去策劝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宣布独立。程以独

立后断了财路为由，提出须有 100万两银子作军需作为脱离清廷的条

件。虞洽卿受陈其美重托，千方百计凑足 100万两银子，于 4日当晚携

巨款去苏州见程德全。在民军等配合下，程德全终于宣布起义，江苏宣

告独立。

11月 6 日，上海军政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虞洽卿等 7

人为顾问官。8日，军政府上海分府公布相关人员职务，其中虞洽卿为

外交次长。9日的《民立报》还公布了虞洽卿为上海北段民政长等等。

江苏各地相继光复后，而两江总督衙门所在的南京，总督张人骏与

提督张勋拒绝陈其美劝降。于是 11月 22日起江苏联军向南京进发，26

日发起总攻。虞洽卿不顾个人安危，将购集的军械弹药连夜亲自押送南

京前线天堡城下，接济革命军。在虞送去的众多木箱中，有食品，甚至有

空箱，但鼓舞了民军士气，使敌人闻风丧胆。南京终于在 12 月 2 日光

复。对“空箱”等举，虞洽卿事后说：“这就是兵家虚虚实实之计。”

虞洽卿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除上述外更多的还是帮助陈其美筹措

军费，支援革命。他光是以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就提供了 16万

两银子。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又用多种方式为革命提供经费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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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瀚海秋拍，胡也佛一幅不到六平尺的《巫峡云涛》拍出了

50.6万元的高价。此后胡氏画价节节攀升。2009年朵云轩秋拍，《碧湍

松涛》屏轴拍到 68.32万元；2010年 5月 17日嘉德春拍，《松山访友》立

轴拍出 67.2万元，次日《金瓶梅故事》镜心拍出 112万元；同年 11月 22

日嘉德秋拍，1312号拍品《金瓶梅》镜心从估价 60万—80万元，一直拍

到 392万元成交。胡也佛这个海派画家中的大师级人物，在沉寂了将近

半个世纪后，重新受到美术界和收藏界的注目。但是，许多圈内人士对

胡也佛生平事迹不甚了解，就连他的家乡，也几乎把他给遗忘了。

一尧家世源流
清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元 1908年 5月 21日。上海书画

出版社编审茅子良《胡也佛笔下种种》误将阴历作阳历，称“生于 1908

年 4月 22日”。《美术年鉴 1947》亦误），胡也佛生于余姚县沐仁乡凝福

庵后（今属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直塘村）。那里是胡氏的一处聚居地，

清康熙间胡也佛的八世祖胡登魁由眉山（今属慈溪市浒山街道）北迁至

坎墩凝福庵后，子孙繁衍，蔚然成族。

这一支胡姓家族源出烛溪胡氏，其先世居烛溪湖塘下（今属慈溪市

海派画家胡也佛
因童银舫 王孙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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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河镇伍梅村），那儿至今还保留着胡氏宗祠念祖堂和宗谱《余姚烛溪

胡氏宗谱》。烛溪胡氏是晚明时期浙东的世家大族，曾四代联捷进士。始

祖胡达共生七子，后裔分为七房，胡也佛的上代属于第六房中的一支。

迁坎墩始祖胡登魁，乳名长生，字德先，生子三，锡九、圣九、连元。

长房、三房子嗣不繁，传至续谱时的民国末年，长房仅存一孙住海北，三

房十七世孙也只有寥寥八人而已。二房胡圣九（1696—1754），乳名招，

字惠九，娶吉氏，子三，则芝、文贵、元贵。二房家境较为富裕，在清乾隆

初年的海濡小村坎墩，胡圣九生前就早早地建造了寿坟，墓门勒：“皇清

待赠陞九胡公同室吉氏孺人寿域”，显然至少得是小康之家。其身后的

五代子孙，有三人授乡耆，一人授登仕郎，二人授迪功郎，三人为国学

生，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厚实的家底。尽管只是些八九品的虚职散

阶，所谓的国学生其实连国子监都没有去过，但这些头衔名目的获得确

实需要花费一笔数目不小的银子。若非殷实富裕之家，是没有能力也没

有必要花费如此昂贵的代价去换个金顶子来戴的。

二房后代子嗣繁盛，三子传十孙，再衍曾孙十九人。胡也佛的高祖

父胡明铨就是这十九曾孙之一，家境尤其显裕。胡明铨（1800—1862），

字秉衡，国学生，转授登仕郎。曾祖父胡维清（1818—1868），字一水，迪

功郎，娶妻三房。伯祖父胡惠龄，字进德，迪功郎；祖父胡玉龄（1849—

1892），字松轩，国学生，娶妻二房，纳妾一房；叔祖父胡葆龄，字锡九，国

学生。《宗谱》卷一录有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谱序四篇，其中一篇

的作者是胡也佛的伯父胡阅传。序中提到胡也佛的祖父生前一直念念

不忘修辑宗谱，曾向族人声称印谱费用可由其与其弟胡葆龄来负担。资

财之富，可见一斑。后来，老人家虽然没有能够见到宗谱刊印，但是他们

的后人却为印谱出了大力，捐洋一百五十元，几近总费用的一半。其中

胡阅传和胡省传兄弟捐资一百大洋，胡学传（胡葆龄长子）捐资五十大

洋，且都记在了他们的祖父胡维清公祭的名下。

胡也佛生父胡省传（1875—1927），一名鑫传，字省三，生子三，国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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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南洲，胡也佛子，曾随父学习国画。《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下编作“胡南州（1933—），慈溪人。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水电部水利水电总局、上海水工机械厂、上海勘测设计院工程师，水利部杭州

机械设计所副总工程师”。

国华（即也佛）、国楷。光绪元年乙亥正月十六日生，民国十六年丁卯三月

二十五日卒。母张氏同治十二年癸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嗣父胡博传

（1879—1901），字卜臣，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一日生，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五

月二日卒，享年 22岁，这一年离胡也佛出世尚有七年。胡也佛哲嗣胡南

洲作《胡若佛小传》称：“10岁时出嗣给叔父，没多久叔父逝世。”显然有

误。嗣母马氏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生，民国六年丁巳六月二日卒，

享年 38岁，这一年胡也佛 9岁。因此，《胡若佛小传》称“14岁时，其叔母

将他送至宁波上中学，16岁那年，叔母病故”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余姚烛溪胡氏宗谱》载：胡也佛谱名国华，号也佛，娶陈氏，子一南

洲，女一。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四月二十二日生。陈氏宣统二年庚戌五月

八日生。胡南洲①，字研洲，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九月九日生。

二尧坎坷一生
胡也佛自幼出嗣给早逝的叔父，嗣母马氏来自马家路（今属慈溪市

宗汉街道）显贵马朝盛，是个知书达理、颇具识见和魄力的女子。她在丈

夫去世后变卖田产，用自家的 17间房子创办了专收女生的义学，自任

校长。并采办了在当时乡村极为罕见的缝纫机，亲自指导女学生学习缝

纫技艺。开明贤惠的嗣母给了胡也佛一个温暖快乐的童年。可惜在他 9

岁那年，嗣母不幸因病去世，胡也佛悲痛欲绝。14岁时，他从嗣父母留

下的遗产中提取书学费，到宁波一所中学读书。

1925年中学毕业，当年秋天，17岁的胡也佛只身来到上海。由于喜

欢画画，他先考入上海美专学西画，两年后又转入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

（《美术年鉴 1947》误作“上海华新艺专”）。为了学画，他卖掉了叔父母

留下的一点家产，还跟着白俄罗斯老师在法国总会画壁画，赚点工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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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生活。但还是无法维持，只得在最后一学期中途辍学。由于他的功

课优秀，学校破例发给毕业文凭。

1927 年，胡也佛 19 岁，考入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担任上尉宣

传员。翌年任蔡公时的少校副官。胡也佛觉得自己喜欢艺术，不适合从

政，就毅然辞职。关于这两年的经历，茅子良是这样记述的：“1927年转

入新华艺专，1928年底成为第一届毕业生。以‘胡石佛’去南京求职，没

想到成了他人的代笔者。”1929年回沪，经美专老师何明齐介绍，进入

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担任美术编辑部特约绘图员，开始启用“胡若佛”笔

名，并结识张令涛①，成为终生契友。1932年经商务印书馆编辑徐应畅

介绍，进四马路商务印书馆绘制《儿童画报》、小学教科书、幼童文库等。

1938 年由戈湘岚介绍，到北京路世界舆地学社任绘图员，绘制地图挂

图，1940年因该社营业暂停被解雇。

1941 年，以“胡也佛”的笔名在他的“大空堂”里创作国画，开始以

卖画为生，尤以仕女画著名。据其子胡南洲回忆说，胡也佛先后经营过

照相馆、糖果食品店、儿童读物书店、连环画出版社，1948年出版的《美

术年鉴》就记载“现任小国民书局经理”。惜其不善经营，均开业不到一

年便相继亏损倒闭。

1951年，胡也佛入上海灯塔出版社专职绘连环画。1952年公私合

营后，转入新美术图画书店。1956年，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国

画编辑。1958年，参与筹建朵云轩，担任木版水印勾描组组长。他工作

认真，肯动脑筋，能解决设计分版和技术质量上的疑难杂症，善于总其

成、出业绩，手上更有一套“铁线游丝”过硬的勾线本领，凭着卓越的绘

画水平和鉴赏眼光，他被领导和同事称作是“木版水印总工程师”。

“文革”期间，胡也佛因原有的家庭资产问题，被定为“地主”成分，

①张令涛（1903—1988），浙江宁波人，著名连环画家，上海美专毕业。长期从事美术编辑，为教科书插

图，为儿童良友社编绘画报、画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后与胡

也佛长期搭档创作连环画，画面华丽，画风独特，深受连环画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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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黑五类”，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结束后，被落实政策，成分改还为

“自由职业者”。

1980年，胡也佛因患肺癌逝世，享年 72岁。

三尧从山水到仕女
胡也佛在抗战期间迫于生计，不得已以卖画为生。在兵荒马乱的岁

月，画画与其他手艺一样，能勉强维持全家温饱已是一种奢望。胡也佛初

以临摹为主，山水、花鸟、虫草、人物都画，但缺少创意，市面冷清。正在窘

迫之际，有个汪姓画商却看中了胡也佛的山水画，长期订购他的山水中

堂。胡也佛的山水学的是南宋马远、夏珪的风格，茅子良称其“大小斧劈

皴法，凡泼光影暴雨，或云霞升天，或水波荡漾，兼以自具特色、圈圈相扣

的文石圆孔、松树鳞皮等等，糅合得无不贴切稳妥，相得益彰。山水以线

条打底，敷以赭石淡彩，有时罩点重色或石青石绿，一派明丽爽洁”。这种

山水画属精工细活，一天一幅六尺中堂，基本上每天从早晨四点画到晚

上十点才能完成。他自嘲自己的生活为从“鸟叫到鬼叫”，工作之艰辛，可

想而知。他的妻子染上肺痨，这在当时算作绝症，其医药费、营养费开销

极大。胡也佛恨自己不是医生，他认为如果自己是医生，既可给家里人医

病，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饿死。所以他不准子女学画，认为学画没出

息，学医才能养家糊口。

胡也佛的山水画行情并不走俏，但他的工笔仕女画却很快风靡上

海滩。他的人物学的是明代仇十洲笔法，终于以一手“铁线游丝”的绝活

而独领风骚。据说，胡也佛为了画好仕女，苦练线条。他练线条的方法是

画各种各样的圆：正圆、椭圆、弧线，不但要求一气呵成，而且笔笔均匀

有力。因此，胡也佛的线条功夫，至今仍是海内一绝。其人物头发，细匀

蓬松，柔中寓劲；衣纹顿挫起伏，来去明晦，笔势呼应，翩翩潇洒。他的画

无论人物、山水，除了以线条为主，所作色感透明，有一种清气。因为，

“对色彩很感兴趣”。“颜色，我分冷热明暗、透明有粉，各有各的性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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