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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第一章山水画叙说、第二章山水画沿革、第三章山水画技法学习、第一节传统中
国山水画教学法、第二节山水画技法、临摹、用笔、墨法、色法、树法、石法与皴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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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文人画居于重要地位后，墨戏山水形式自然会被广泛采用。
墨戏的风气，在元末明初之际，已不限于文人、官僚和道士，而广泛波及到一些职业画家中。
在具有相似的文人心态和审美趣味的影响下，山水画的诗书画相结合成为一时之风尚。
通过画家身份来区分某件作品是“匠人画”或“文人画”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永乐迁都后，北京汇集了一大批来自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职业画家。
他们带来不同的地域画风和个人画风，彼此相互影响，形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风格——院体和浙派风
格。
一般的看法认为，宣德至弘治时期，明代院体风格与浙派风格取代了元人风格的主体地位，成为这一
时期的主体画风，但是文人墨戏山水样式依然在职业画家笔下出现。
1982年4月，在江苏省淮安县东郊闸口村发现了明代士处十手镇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了二十五幅书画
。
这批书画自明经治九年（1496）入土以来，五百年余年来，基本完好。
　　这批书画的作者为元、明之际的书画家。
其中，第二卷十七幅书画中，李在《米氏云山图》、何澄《云山墨戏图》、谢环《云山小景图》等均
属文人墨戏山水画。
作为民间职业画家的夏芷和作为宫廷职业画家的李在、谢环、马轼，我们还是首次从这批出土书画中
见到他们留下的墨戏之作，这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人们已经习惯于承认元代文人墨戏的普遍性，但对明代前期院体与浙派方兴未艾之际的文人墨戏的风
尚还估计不足.这是画史漏记的重要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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