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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士阶层的形成、士人精神的特征、“三教合一”——儒、道、佛之间的吸收与融合、士商融合的
基本倾向、石涛思想中的儒、释、道交融、士人群体的二重人格与石涛心理的复杂特征、“闲写青山
卖”——石涛绘画的晚期商业走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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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学术史研究综述二、选题依据及意义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第一章 石涛思想中士的气质探究第
一节 士人精神的特征一、士阶层的形成二、士人精神的特征第二节 宋明以后士人精神的演变一、“
三教合一”——儒、道、佛之间的吸收与融合二、士商融合的基本倾向第三节 石涛思想中的士人特质
一、石涛思想中的儒、释、道交融二、士人群体的二重人格与石涛心理的复杂特征三、“闲写青山卖
”——石涛绘画的晚期商业走向第二章 石涛文人画中的士人精神第一节 文人画与士人的关系一、士
人与文人画的历史渊源二、与士人相关的几个概念第二节 文人画传统回溯一、宋代文人画传统二、元
代文人画流变三、明清文入画的新气象第三节 石涛绘画中的文人画特征一、“以文入画，以画证道”
——诗书画印多种艺术的综合表现二、简淡天真和奇崛豪放两种风格的并置第三章 士人精神在石涛绘
画美学思想中的确立第一节 石涛对新儒学思想的继承一、“一画开天”——宇宙图式的基本生成二、
“画以气盛之”——“气”与画的关系二、“画从心者也”——艺术主体与绘画创作的融合第二节 “
道”与“一画”——石涛在一画论中对“道”的观念拓展一、“道”的涵义变迁二、“一画”与“道
”的关系三、石涛在“一画”中赋予的士人精神四、“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一画”与其他范
畴的关系第三节 石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石涛人世思想的渊源二、“欲向皇家论赏心”——石涛
的积极进取精神第四节 “我白用我法”——石涛对社会的批判态度一、“些许古人脚汗气”——明末
清初画坛现状二、“心期万物中，黄山无不有”——石涛对“四王”⋯⋯第四章 石涛士人精神在画坛
的延续第五章 石涛绘画美学思想中士人精神的现代意义余论参考文献附录一：《苦瓜和尚话语录》附
录二：《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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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四王”一派基本都追随了董其昌所主张的“以淡见真，以简人妙”的画面风格。
可以说文人画中平淡天真的风格由来已久，但董其昌及“四王”无疑将其推到了至高点。
董其昌对平淡儒雅风格的推崇最初的目的，在于纠正晚明以来浙派山水中出现的硬、板、秃、拙等恶
俗习气，和吴门画派细弱、繁琐、甜腻、纤媚的画风。
这种以湿笔墨韵、“欲暗不欲明”、强调古雅秀润的简淡风格，对当时画坛的不良习气确有纠正作用
。
但任何主张都有其两面性，当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画派以湿润、秀雅，古淡、静逸的风格特征去反叛
细密、甜俗和琐碎的流弊时，它也失去了文人画另一支流所拥有的野逸雄浑和阳刚大气的审美品格。
特别是清代“四王”一派将松江画派原有的放逸秀雅改为严谨琐屑，使松江派所赖以起家的荒率、超
脱、静逸的情致消失，代之以保守、萎靡、拘谨之气，难怪张庚在《浦山论画》中评论道：“松江派
国朝始有，盖董文敏、赵文度恽温之习，渐即于纤、软、甜、赖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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