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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10月 10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华侨中学礼堂召开，来自马

来亚、新加坡、越南、缅甸、泰国、香港、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华侨代表 168 

人出席，为南洋华侨史上空前盛会。与会代表一致赞同成立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

最高领导机关，推举陈嘉庚为主席。1一个统一并巩固后援阵线的组织宣告成立。 

 

风云际会，1939年中国文化人郁达夫，徐悲鸿，王莹，金山以及司徒乔在星洲邂逅，给本地艺坛

演绎了一段段艺术传奇。 

 

1938年 12月 28日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聘南来星洲宣传抗日活动；1939年 1月 9日徐悲鸿为

举办筹赈画展抵达星洲，经郁达夫的介绍认识王莹，他在黄曼士的江夏堂画了《放下你的鞭子》；

王莹于 1939年 9月 30日和三名女团员抵达星洲，金山与十几位团员辗转绕道，在 1940年 4月前

后与王莹等人会合。之后，王莹与金山筹组新中国剧团，并由星华筹款会呈请立案，经华民政务

司批准得以在新加坡、马来亚义演。画家司徒乔和妻子冯伊湄带了三个孩子到达仰光，之后全家

迁移到槟城。1939年底南下星洲以画像为生，隔年正碰上新中国剧团的演出，机缘巧合，也创作

了《放下你的鞭子》。 

 

郁达夫投荒南洋，绝非为了饱览热带风光，其诗“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说得很明

白。1939年 2月 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志愿回国

以尽国民天职。2 南侨总会号召年轻的司机与技工回国服务，得到热烈响应。郁达夫在《星洲日报

•繁星》发表《送华技工回国服务》《再送回祖国服务的技工同志》，他对技工表示热烈敬意，殷殷

忠告，身处不同环境，气候，风俗习惯，语言，切莫懊恼或灰心。 

 

在国土沦丧，危急存亡之秋，郁达夫深知国家需财殷切，因此徐悲鸿筹赈画展，新中国剧团的筹

赈祖国伤病难民的活动，都撰文广为宣传，他赞誉艺术报国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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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鸿先生……见了那些被敌机烂施轰 

炸后的寡妇与孤儿，以及在疆场上杀敌成 

仁的志士的遗族们，实在抱有绝大的酸楚与 

同情。他的欲以艺术报国的苦心，一半也就 

在这里；他的展览会或所得的义捐金全部， 

或者将很有效地，用到这些地方去……。3 

 

新中国剧团抗战筹赈的演出，郁达夫发表了三篇介绍文字：《看王莹女士等的演剧》4，《<塞上风

光>之演出》以及《看<永定河畔>的演出》。5他赞扬“《放下你的鞭子》这一出街头剧，在徐州前

线，在国内各地，以及到了马来亚以后，看武汉合唱团所演的，总共也有十几次的光景，但仔细

比较起来，却觉得以这一次为最出色。”6 

 

郁达夫的宣传文字，让侨民理解艺术家精湛的艺道，赞誉新中国剧团以艺报国的崇高精神，以期

侨民万众一心，慨慷解囊，响应筹赈。 

 

徐悲鸿筹赈画展，3月 15、16日于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18日至 26日移到中华总商会。展出期

间，任职于《星洲日报》的徐君濂，以笔名“宗生”发表了《徐悲鸿画展及其他》，对画展做出高度

的评价。在赞赏声中，也掀起一圈非议的涟漪，1939年 4月 17日陈振夏针对徐悲鸿《田横五百

壮士图》提出意见：“既是以历史事实为画题，那么画中人物的衣服，形貌，不应该和时代悬

殊。”3天后，徐悲鸿发表《历史画之困难——答陈振夏先生》，文中说：“艺术品之产生，皆基于

热情，考据自不可忽，但止于相当程度。……画若与黄山谷作诗，无一字无来历，乃貌合而神

离。” 

 

陈振夏又发表《读过<历史画之困难>之后——再向徐悲鸿先生贡献一点意见》《我对于历史画的观

感》，对此徐悲鸿并没有答复。战前新加坡美术圈里，画家与观众各自提出意见，彼此交流是非常

罕见的事。 

 

考虑展期过长，徐悲鸿画展从 24日起展览名家作品，“计有任伯年、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

陈树人、赵少昂、吴作人、汪亚尘、黄君璧、谢公展、孙多慈等，此外百余件徐氏所藏各国著名

油画亦将展览。本地画家郑可，张汝器，林学大，高沛泽、徐君濂等也有作品参与展出。”7这则

新闻报道，我深感到惊讶，究竟徐悲鸿携带了多少名画南来举办筹赈画展？ 

 

研究徐悲鸿的学者华天雪在《此行有多远——徐悲鸿最后一次出游南洋考》的鸿文中指出，徐悲

鸿出游南洋所携带的“除了 1000多幅自己的代表作、法国留学时期的素描和欧洲各大博物馆的世

界名画的摹本，还有他历年搜集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和中国近代画家任伯年、居巢、齐白石、张

大千、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赵少昂、吴作人、黄君璧、溥雪斋等画家的数百幅作品（其中



任伯年与齐白石的便有 200多幅），以及陶瓷、文玩、珍本印拓书刊等。”8为祖国伤病难民筹赈，

为宣扬中华文化，当然是主因，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学者华天雪的疑问——“若仅仅是为举办筹

赈画展办，何以连瓷器这类极不适宜长途搬运的收藏以及早年的速写练习都要带上？”的确值得我

们深思！ 

 

 

图 1 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1939年，油画，144x90cm 



王莹抵达新加坡后，经郁达夫介绍结识了徐悲鸿并成为挚交。1939年徐悲鸿请王莹到江夏堂，绘

下名画《放下你的鞭子》。画成之后，题上“人人敬慕之女杰王莹”，并落了下款“二十八年十月悲

鸿客星洲。”（图 1）表达了徐悲鸿对抗日女杰王莹的敬佩。画中的她身穿白底蓝纹的服饰，穿金

戴玉，手中红绸飞舞，把王莹画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人。 

 

1939年 11月 18日徐悲鸿应中印文化协会主席泰戈尔之邀远赴印度，1940年 12月 13日下午回返

新加坡。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义演从 1940年 6月 14日到 7月 21日为止，从时间上说明了徐悲鸿

没有机会观赏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的演出。该画场景的时空模糊错乱，屋舍、群众的穿著以及军

人显然不属于新加坡的。当年剧团的美术指导沈剡在 1945年曾撰文批评：“以抗战剧情为名，然

观画中背景与人物，却唤起人们联想到古时候，新年里，村人在看猴儿戏的场面，给人一种喜气

洋洋的感觉！”从时间上说明了徐悲鸿没有机会观赏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的演出。当年演出地点在

大世界太平洋戏院、新世界日光戏院、快乐世界体育馆、皇宫戏院，并非在新加坡的街头。 

 

司徒乔在新中国剧团公演现场，设想在微弱的灯光下，画家专注台上演员的一举手一投足，以捕

捉动人的剧情，然后醮墨、挥动竹笔；他的太太（冯伊湄）手持小灯随着纸上的线条转移为他采

光，画家挥笔，夫人持灯的情景，让人感动。司徒乔以正义与激情为剧中的流浪父女画下无数幅

的速写。 

 

公演前各社团，大书局均代售演出券，表演现场的献金更出现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如《永定河

畔》闭幕后由半空吊下一个透明献金箱，侨胞纷纷捐出巨款，剧团团员每月只有六元生活费，他

们也捐出一百贰拾元助赈，尤其可贵的是王莹献出随身仅有的一只金戒助赈，虽由王声世君以一

百元购得奉还，但她坚决献金，仍将戒指捐出。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演出 11天，筹得大约 11万

叻币，时新加坡华侨人口 55万 9千人，平均每人大约捐出 2角钱。 

 

司徒乔特邀王莹与赵洵（金山）到其东陵画室。他们的扮饰一如舞台，室内灯光由时任剧团的美

术指导沈剡特别装置，突出香姐“泪眼盈眶，扬眉噘嘴”──那写满国仇家恨的脸庞，激起侨民认清

自己的命运和祖国是息息相关的。 

 

图 2 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1940年，油画，124x177cm（中国美术馆提供） 



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聚焦于老人与香姐间错综复杂的心理刻画：老人悔恨交加，抚怜被鞭后

的爱女，香姐泪眼盈眶，扬眉噘嘴。女儿泪眼盈盈似乎想到间接鞭我的是日本鬼子，眉宇间有着

无限悲愤，传神之妙，呼之欲出！（图 2）1943年 1月 8日，潘国渠（潘受）《掷鞭图歌并序》发

表于重庆《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起首四句“老翁掷鞭忽掖女，张口无声泪如雨。女欲有

言意更悲，翻身转就老翁抚。”潘先生恰如其分地描绘出画家的主题！ 

 

郁达夫、徐悲鸿、王莹以及司徒乔，他们不期而遇，邂逅星洲，给星洲文化艺术留下一段段传奇

故事。郁达夫在本地留下极为绚烂的篇章，撰文介绍徐悲鸿，王莹精湛的艺术，郁达夫有诗“悲鸿

作画我题诗”，诗画合璧，为艺坛佳话；徐悲鸿 1939年创作的名画《放下你的鞭子》，至今还在新

加坡国家美术馆展出；王莹，金山新中国剧团在星洲演出 11天，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出 4

次，在抗战救亡的大环境中，激起侨胞同仇敌忾；司徒乔结合来自中国剧团的义演与侨民炽热的

爱国情怀的氛围而创作的油画作品，在新加坡战前美术史里是绝无仅有的！它见证了在特定历史

场景下侨民的爱国情怀。 

 

作者为本地美术史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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