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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

老先生们有事无事，都来坐坐

老杭州人印象中的杭州书画社，是它位

于湖滨路的那一段时光。

1959 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国各地

都在进行新建设，杭州也不例外。

当时的湖滨一条街，都是木结构的老房

子，开设有各式各样的旅馆。在有关部门的

改造要求下，沿湖滨的这一面的十来个门面

被一一拆除，改造成骑楼的样式——上面可

以使用，下面可以走人。整个杭州，只有这一

个地方有这种建筑。

当时，这条街的商铺体现的都是杭州文

化，有茶叶店、丝绸店、扇子店、古董店、文物店

⋯⋯书画当然也是杭州文化的代表之一，“杭

州书画社就成立了，这是杭州第一个国家办的

书画艺术单位。”曾任杭州书画社主任的吕国

璋说。

翻开 1959 年 10 月 3 日的杭州日报，可

以看到书画社的开业消息。

杭州书画社成立的初衷，在于团结书画

家，为书画家服务，他们可以在这里交流、交

易，同时购买日常所需的创作材料。

书画社的楼上，还开辟了一个工作室，做

了很大的画桌，布置了红木椅子、沙发，定期

请书画家来开会、创作、聚会。“就像现在开

PARTY 一样，他们多少高兴啊。”吕国璋还

记得，老先生们有事无事，都到这里来坐坐，

或者到店堂里兜兜圈。

这样一来，年轻一代的书画爱好者有眼

福了。

当时，学习书画的途径不多，社会上的书

画爱好者以及美院的小年轻经常来杭州书画

社欣赏名家作品。

“何水法当时还小，他们专门趴在柜台上

看，我们挂的都是很好的名家作品。”吕国璋

说，当时杭州书画社相当于杭城的一个文化

中心，有心的年轻人会到这里和老画家接触，

提高自己，甚至带小本子临摹，“那时候用心

的人，现在都很有名。”朱关田还被分配到杭

州书画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如今，他已是书法

大家。

裱画工场里卧虎藏龙

除了柜台，杭州书画社的裱画工场也很

有看头。一些名家作品，以及被收藏的古画，

也会拿到这里装裱。

1962年，进入杭州书画社裱画工场的张

孝宅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之一。现在，他是

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浙江美术馆高级文

物修复师，2018年被评为“杭州工匠”。

张孝宅和师傅以及同事们经手的书画作

品有多牛？不妨从两件文物讲起。

1963年，装裱师们用蒸汽法抢救了浙江

博物馆送来的五代《妙法莲华经》，1966年又

用温水渗透法修复了北宋的《红罗绣花经袱》。

《红罗绣花经袱》埋在塔基下近千年，已

和泥土粘连，并受水渍等自然腐蚀，质地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图案模糊，且已散片。“旧画修

复越慢越好，快不来的，文物不能毛里毛躁

的，到现在也是这样。”张孝宅说。

20年后，修复的经袱依旧经纬平直，图案

清晰，“被国家文化部评为科技成果三等奖。”

当年报上的得奖评语指出：张孝宅采用蒸汽渗

透法修复的丝织经袱经纬平直，图案清晰，为

研究我国古代丝织，染色，图案，刺绣等工艺的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上述两件文物，由

浙江博物馆收藏已20多年，至今外貌和质地

均未发生变化，证明这两项修复工艺技术过

硬，为保存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孝宅说，这个三等奖在裱画界算是最

高奖了，因为，当时评的一等奖是编钟修复这

样的级别。

最热闹的年历交流中心

“今天的杭州书画社是西泠印社集团管

理的单位之一，而当年，西泠印社这一个社会

学术团体，曾并入杭州书画社，专门提供学术

资源给书画社，而杭州书画社则提供经济资

源，以及人力资源提供西泠印社先生们举办

活动。吕老回忆说：“单位的公章，只有杭州

书画社的，没有西泠印社的，书画社是圆的公

章，西泠印社的公章是方的，那是专门给学术

团体用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吕国璋到杭州书画社的

时候，西泠印社刚刚恢复活动，社员活动要开会、

吃住、举行展览，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怎么办？

“自己养活自己，就要想办法开拓业务。”

吕国璋说，换句话说就是要做生意赚钱，“我

去了以后第一年由亏转盈。”

很多人仍然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在杭

州书画社门口购买、交换年历的盛况。

那时，年历制作可选的题材不多。最开

始，杭州书画社有两种年历——大的是上面

一张画下面附全年的年历；小的就是一张卡，

正面是样板戏人物的照片。

当时上海已经有了这种年历，吕国璋说，

杭州书画社觉得不错，先是去进货出售，后来

就自己做。当时，市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

活，这个年历，引发了“杭儿风”，后来，其他单

位也开始制作类似年历：“在杭州书画社门

口，买年历的人多，还有就是像换邮票一样，

再后来就是转售，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

个门口，变成一个年历的交流中心。”

杭州书画社老员工吴锡瑶还记得，每年春

节这一天，杭州书画社非常热闹，一张张小年画

片，一张张撕下来的挂历，挂在橱窗里很好看。

对于今天的都市人而言，“空间”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

念。无论是画廊、书店、茶舍，都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业态，而是

多种体验的集合。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杭州书画社就熟谙于这种“空间”文

化的打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玩法”不是今天才有。

提起杭州书画社，很多 80 后、90 后可能不大熟悉，但是

超过四十岁的杭州人，脑海中肯定有关于它的记忆。

2019 年，杭州书画社将迎来 60 岁生日。今年下半年

起，为迎接这一甲子之庆，杭州书画社正在举办一系列展览，

并面向大众征集近 60 年中的老故事、老照片、老物件以及一

些相关的收藏。

60 年，杭州书画社兜转了几个地方。今天，它位于东河

上斗富二桥的东侧花坛边，门面临街，但相比其他建筑有所退

后，显得十分低调。但是，如果踏入其中，你会发现别有洞天

——除去院落，杭州书画社 600 多平米的空间中，有展览、美

术用品、茶座、沙龙区。

而一块工作板上，标记了它接下来的动作——古籍书店，

古字画、古籍门诊，老物交流会，老手艺交流会⋯⋯这些，其实

在杭州书画社的历史中，都出现过，今天，为擦亮自己的金字

招牌，它在酝酿“大招”。

杭州书画社要过六十大寿，征集一甲子以来杭州人的文化老故事

40年前，它是热闹的年历交流中心
本报记者 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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