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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美术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赵孟頫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
 在绘画方面，于山水、人物、竹石、鸟兽无所不能，取材广泛，技巧全面，为元代文人画开启先路，
论者以为乃元画第一人。
绘画理论上提倡复古，主张“画贵有古意”，崇尚唐人，反对南宋院体中柔媚纤巧画风。
明人王世贞说：“文人画起自苏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
”这句话基本上客观地道出了赵孟颛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在书法方面，篆、隶、真、行、草无一不精，在当时便有“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其匹”、
“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之誉，在书法史上放出了空前的复古集成的异彩。
他的楷书，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四大家”，世称“赵体”。
元朝一代书法，几乎无不在他的笼罩之下，乃至明清两代以至今日，凡有志学书、探讨古人笔法者，
无不从他问径得法，形成了风格鲜明的赵派书家群。
 他还善于诗文、考据学，精通音乐，并在篆刻艺术、鉴定古器物上皆有一定的成就。
在印章一道，也建树甚高，他力主汉印质朴之美，将汉印之美从古印中独立出来，从而奠定了篆刻艺
术以汉为宗的文人印章审美观，并创以精妙的小篆写印，开元朱文之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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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云琴，笔名伊蓉。
湖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地方史学的研究。

    在省级或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著有学术专著4部：《从王羲之到吴昌硕——湖州书画两千年》、《一代美术大家赵孟頫》、《史志
笔墨论》、《诗僧皎然》。
\
    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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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家族的熏陶  家乡的馈赠    虽然赵孟頫出生在赵宋王朝风雨飘摇的历史年代，但从小就因家族显贵
，大量的藏书和与文人士大夫的密切交往，为他攻读诗书、研习书画提供了较好的物质环境。
这正是一个封建文人在成长初期所理想的条件。
赵孟频得赵宋文化之沾溉和滋养不同于一般的文人，他有着一般读书人所没有的皇孙的身份，也就是
说他出身于当时社会最高贵的家族，其身上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卓越的艺术禀赋与这显贵的皇族血统不
无关系。
    赵宋皇族是一个有着浓厚的艺文传统的家族。
这种传统早就从奠定佑文政策的赵匡胤时就已经开始了。
赵匡胤虽为一介武夫，却很懂得文治的意义和文化人的重要。
登基称帝后，为了顺应形势的变化发展，很快由一介武夫变成为“性好艺文”的尊儒重文之君，而且
能诗能文。
在他的文治努力下，“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据传，当初赵匡胤黄袍着身之后曾秘密地制作了一块“誓碑”，誓词共有3条，其中一条就是“不得
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此事不见于正史，但不管它是否确切，“不杀士大大”的说法与宋代历史则基本符合。
从总体上看，其他朝代士大夫动辄被杀头情况在宋代并不存在。
对文人的爱护和尊重，实质上是对文明和才学的敬畏。
正是这种敬畏促成了宋廷佑文的基本国策，也造就了一个“文采风流”的皇族。
    宋真宗更是锐意文史，他亲自为龙图阁撰制和书写文词，并召近臣前往观赏，说：“朕听览之暇，
以翰墨自娱，虽不足以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
”后来宰相丁谓请求将其文词镂板发行，从内宫一下就拿出了722集，可见真宗真是雅兴不浅。
    后世历代皇帝多有风流儒雅之人，宋仁宗即是一个诗书皆通的风雅之帝，“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
赐从臣。
作《观书诗》，命韩琦等属和”。
宋英宗好读书，行似儒者。
宋哲宗为太子时曾手书佛书，为父皇祈福，“所书字极端谨”。
    宋王朝建立伊始，就把经营翰林图画院作为重文政策的一部分，给予画家以各种优厚的待遇。
同时在王室中也竭力加以提倡，博雅赅洽，丹青自娱，蔚为风气，直到南宋亡国，擅长绘画的帝王宗
亲代不乏人。
在宋代历朝的国君中，最具艺术气质和卓异才华的当数宋徽宗赵佶了。
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亡国之君，不过从艺术史上来看，他则是一个杰出的画家、书法家，还能诗擅词
。
他艺术上的光辉成就和政治上的暗弱无能恰成强烈的对比。
    赵估自幼即酷爱书画，即位后，对绘画的关怀比对国家大事更为用心。
他选集了三国以来的古今名画1500件，名做《宣和睿览集》，另外还敕令编撰了《宣和书谱》和《宣
和画谱》。
赵估的绘画艺术成就突出，尤以传统的工笔重彩花鸟画最有特色，传世作品也以花鸟画较多，现故宫
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台湾都藏有其真迹，尚有不少流散国外。
也能作人物、山水及各种杂画，画法以精细工丽为主，妙趣自然，一丝不苟，凡签名及题句都用他独
创的“瘦金体”书写，字体秀劲，画面工丽，相得益彰。
    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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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他人画山水、竹石、人马、花鸟，优于此或劣于彼。
公悉造其微，穷其天趣，至得意处，不减古人。
⋯⋯然公之才名颇为书画所掩，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艾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经济之学也。
                                                         ——杨载    赵魏公以艺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于绘事，凡山水，仕女、
花竹、翎毛、木石、马牛之属，亦入妙品，修道先生云：“广长三万里。
上下二百年，唯公一人尔。
”信然。
                                                         ——宋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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