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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杰

伴随着1922年的主权回归，青岛进入
胶澳商埠时代。随着新政府的成立，社会管
理、工商文教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一些经由
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青年开始投身青岛，
成为青岛文艺的早期耕耘者，临沂人王卓就
是其中之一，也是留下了深远影响的一员。

青岛文艺的早期耕耘者：王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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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油画·拍电影

原名王幹华的王卓，号文桢，幼年成
长于济南。其父王廷瑞毕业于齐鲁大
学医科，曾在冯玉祥部做过军医。1922
年，周爱周在济南贡院墙根教育会举办
美展并发起唯美画会，少年王卓是成员
之一。

同年 9 月，王卓入私立上海美术专
科学校西画科学习。毕业后曾短暂到成
都参与创办私立四川美术专门学校，并
担任过西画系的主任。

1925 年前后，王卓回到山东，在中
学任职。其时由京返济的俞剑华在济南
芙蓉街北开办了翰墨缘美术院，并出任
周爱周创办的山东美术学校的国画教
员，同时编辑发行《翰墨缘半月刊》（共出
版 13 期）。王卓到美术院协助工作，并
和张愚瑛辅助俞剑华整理了陈师曾的

《中国绘画史》。这本著述系由陈师曾
1922年在济南主讲“中国美术小史”时的
讲座记录辑录而成。1925年6月，《义宁
陈师曾先生遗著 中国绘画史》以翰墨缘
美术院的名义刊行，收录有俞锟（剑华）所
作的序言和陈师曾小传，售价大洋六角。

次年，王卓投身青岛担任私立胶澳
中学任美术教员，自此与青岛结下七年
之缘。

王卓来青岛后，很快与自哥伦比亚
大学学成回国、在青岛养病的孙瑜结识，
二人与王卓的弟弟王玫（文栋），药房开
办人钟振东曾一度筹拍过电影《青岛之
波》。生于 1890 年的钟振东乃天津人，
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医科大学，在山东
路 10 号开办有华振氏大药房。而王卓
的弟弟王玫生于1907年，时为法资银行
万国储蓄会山东总分会的打字员。万国
储蓄会山东总分会原设于济南，1927年
北伐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后，在济南的外
国人纷纷逃往青岛避难，万国储蓄会山
东总分会也迁至青岛并改称青岛分行。

《青岛之波》原是一部抒情喜剧，后
因故未拍成。孙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
曾有文字说——

由于上海的电影圈难进，我曾有过
在青岛自己计划拍摄电影的一段经历。

我在青岛结识了王玫、王卓弟兄俩，
当时他们也和我一样，是抱着各种伟大
理想的好青年，他们原籍山东临沂县，是
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十九代后裔。

王卓钻研人像摄影，弟弟王玫自幼
就是提琴迷，他除了喜爱提琴演奏外，还
钻探小提琴的制作。我还结识了一位在
青岛开药房的天津人钟振东，他交游广
泛，富有行动，钟和王家弟兄见我回国

“怀才不遇”，进不了电影圈，就和我多次
商谈，共同计划出一个所谓“简单可行”
的自行拍片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
由我编写一个以著名消夏胜地青岛为背
景的抒情喜剧——《青岛之波》……但是
拍摄一部电影谈何容易，《青岛之波》在
我们千方百计筹划之后，仍然无法在当
年夏季到来之前开拍，最后终于风平浪
静地消逝了……

而根据孙瑜的通讯录所记，王玫的
工作地址“万国储蓄会”位于“馆陶路二
号”，住址在“云南路汇兴里八十三号”，
后者也应是王卓的寓居地。和王卓、王
玫共同生活的，还有小妹王文俊，她后来
在两位哥哥的支持影响下，考入了北京
女子师范大学校图画专修科。

搞戏剧·办刊物

1928年，王卓还和弟弟王玫以及李
同愈、杜宇、马纳川、魏常华等人共同发
起成立专业话剧团“光明剧社”，并在他
供职的学校（1929 年改为“青岛市市立
中学校”）排演剧目，同年于“新舞台”公
演了《卞昆冈》。《卞昆冈》系由徐志摩与
陆小曼合作写就，在1928年四五月间连
载于《新月》第一卷第2号、第3号。

据王玫的回忆，在“新舞台”公演的
《卞昆冈》，是免费赠送戏票，观众以青年
学生为主。这出戏的女演员多为文德女
中的学生，由杜宇任导演，马纳川等为演
员，王卓绘制布景，而王玫则在舞台的一
侧拉小提琴伴奏。

这一年，王卓还加入了以胶济铁路
职员为主干的书画社团——少海书画
社。少海书画社也是第一个青岛民间书
画社团，有着健全的组织架构，除简章明
确的责权利外，对研究、创作、展览、出
刊、销售都有清晰的规定。是年冬，少海
书画社在青岛火车站钟楼的二楼举办了
第一次书画展览。

从同时印行的书画册可以看出，王
卓作了“丹青曙光”的题词。其著录部分
对他的介绍是：“王君卓，字幹华，号文
桢，山东临沂人，嗜金石，工书画，又擅指
墨及一切法西绘画，用笔秀劲，卓然成
家，不蹈前人蹊径，历充唯美画会委员，
四川美专西画系主任，及山东中校、青岛
中校美术教员。”

在附录润例表中可见，王卓所订的
润例价格在社员中居中，每平方英尺精
细山水 3元、写意山水 2元、写意花卉翎
毛 1 元，篆刻石章小篆 1 元大篆 2 元，画
像和油画面议。

此后，少海书画社又连续举行了三
次画展，在第二次画展时也印行有画集
一册，亦收录有王卓的画作。

也是在 1928 年，泗水路 4 号的李宏
爱向报刊主管单位——胶澳商埠局警察
厅申请创办《灿烂画报》，这份画报以“提
倡文化 灌输美术”为宗旨，每周三发刊
一次，内容涵括古今书画、金石、器皿、照
片以及文学、小说、笔记等。王卓也参与
其间。

一年后，新文学作家王统照发起青
岛第一个文学月刊《青潮》的编印，王卓、
王玫及杜宇、李同愈等仍是最热忱的支
持者。王卓提纲了封面的设计。他以直
尺、三角板、量角器和月亮的搭配，同构
了新的封面。编者的话里说：“人们的生
活不能离开自然，但也不能不靠科学的
力量。我们这个封面画是科学与自然的
共同表现：上面那个新月是自然的光辉，
下边是科学的工具。”在这个封面设计
中，王卓心意独运，将自己的名字“王”

“卓”，潜藏于“青”“潮”的中间，成为一份
极特别的时代存证。

1930年1月，《青潮》第二期发刊，刊
末则印有王卓参与的《灿烂画报》广告一
则，文中说：“这是青岛市惟一的画报，每
五日出版一次，内容以艺术与新闻稿画
并重，每期有论艺术的小品，及美术摄影
等。材料丰富，印刷明洁。定价低廉，每
期五分。”

这则广告同时披露了画报新的编辑
与总发行处：青岛中山路立斐照像馆内。

《灿烂画报》和这间立斐照像馆，也
应该是王卓向职业摄影师转化的一条通

道。而上海《良友》画报、《文华》艺术月
刊，天津的《北洋画报》，很快成为他的美
术及摄影作品的发表阵地。1930年2月
20 日印行的《文华》第七期“平面艺术”
之页中，刊出了他的油画花卉静物，而后
又有《玉兰花》《藤影》等摄影作品刊出；

《良友》画报则在1930年的43期和44期
分别刊出了他的《青岛名媛杨文娟》《迎
春》；《北洋画报》亦在1930年3月刊发过
他的油画《诗之门》、摄影《藤花》等。

从这些作品可看出，其时的王卓沉
浸于以花卉静物为题材的美术摄影当
中，对影调和诗意的强调清晰可见；其油
画出品，《静物花卉》系为全国美展特约
出品所作；《诗之门》则参加了“鲁省中日
俄艺术展览会”出品。

赴津门·走西南

从王卓当时的交际看，他与《图画时
报》驻青特约记者徐汇浚（1906—1993）
过从甚多。1931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土
木工程系的徐汇浚是山东益都人，在读
书期间即活跃于摄影界，是复旦摄影学
会的成员。自 1929 年起，大量刊发于

《图画时报》《华北画刊》《良友》《上海漫
画》以及《北洋画报》《新嘉坡画报》有关
青岛的照片，均出自于徐汇浚之手。王
卓的部分作品，从刊发的情形看，还是他
寄给《北洋画报》发表的。

根据王玫的琴友谭抒真的照片附记
证实，1932年—1933年之间，王卓改在即
墨中学任教。他和王玫曾去演出过，并
在早晨动身回青岛时于汽车站合影留
念。或也意味着王卓在开办照像馆、主编

《灿烂画报》时即已辞去了青岛市立中学
的教职，这也为他北上天津埋下了伏笔。

1933年3月印行的《北洋画报》，曾刊
发《记画家王卓》一文，详细披露了他到
天津后工作的情形：画家王卓，鲁人，十五
年旧学友也，毕业于上海美专，登泰山、泛
西湖，所作画盈箱满箧。久居青岛，负盛
名。曾自营美术摄影馆，影如其画。数
年前并创办《灿烂画报》一种，出百余期，
至今青人犹视为拱璧也。顷移家北来，
此描写自然之画师，已一变为从事工业
美术之工师，现任美术主任于本市义租
界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工厂宿舍中，
精屋一椽，画幅满壁，案头颜料仪器堆如
蚁，书籍杂陈，窗门皆掩以黄帘，阳光射
过，铺地如金……

这篇报道文末还提及山东益都人宋
裴卿、宋宇涵兄弟，与徐汇浚也是同乡。
而 1932 年 4 月在天津租界成立的“东亚
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同时也有韩复榘以
其子名义入股的5万元。或许由于这个
缘故，王卓在日后的摄影工作中也为韩复
榘拍摄过小辑，而在抗战爆发后，1938年
2月15日印行的《良友》画报第134期刊出

“韩复榘误国伏法”的图版时，也选用了王
卓与高剑虹的旧照片。

在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供职期间，
王卓的摄影实践一直未曾中断。1933年，
天津市市立美术馆开办摄影研究所后，王
卓还曾登台授课，并于1934年受聘为导
师。他同时兼任《北洋画报》特约记者，在
画报中发表有摄影《人去》、指画《崂山华
楼一奇峰》等，可见即使到天津，他对青岛
的风物还有着不少的怀恋。在 1935 年
印行的《黑白二届影展》中，黑白社社员
名录已收录有“王卓”的名字，通讯地址
标记为“天津法租界北洋画报社、天津河
北中山公园天津美术馆”。

抗战爆发后，王卓的弟弟王玫离开青
岛到天津投奔他，并开始了教琴、教书生
涯；而作为摄影记者的王卓却选择了南
下，据说，他还参与了淞沪抗战的拍摄，后
避走于西南。据其侄儿王坚回忆：“抗日
战争期间王卓只身去延安，一路上用拍摄
的抗战照片作宣传展览，所收到的票费作
为旅费，经过三个月才到达重庆，遗憾的
是到重庆不久他就因心脏病去世，因为战
乱，家人很久才得知他去世的消息。”

其少年时代的师友俞剑华先生在后
来主编的 《中国美术家人名录》中这样
为他留下了一个条目：王文桢，改名卓，
山东临沂人，幼习美术，工西画，惜早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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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起：王卓、王玫、孙瑜，坐
者为刘继群。

为《青潮》设计的封面，内含“王卓”两字。

1933年刊于《北洋画报》的指画
崂山华楼一奇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