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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翚（1632-1717），清初画家。
字石谷、臞樵，号乌目山人、耕烟散人、剑门樵客、清晖老人等。
常熟（今属江苏）人。
少时见赏予王鉴，被收为弟子；后转师王时敏，临摹不少宋、元名迹，并与恽寿平切磋画艺。
整理总结宋、元山水画技法，精研各家，冶为一炉。
作品虽多仿古，却具清丽深秀风致，功力深厚，但有时过于圆熟刻露。
晚年脱落，转有苍茫之致。
从学弟子甚众，称“虞山派”。
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合称“四王”。

　　王犟早期绘画以摹古为主；中期绘画风格较为复杂，集古之大成；晚期绘画风格定型。
他的画除了一些照原样复制的摹古作口口外，其他仿其大意、背临之作以及一些描写真景的山水画均
存在某些共同特点，这些特征几乎贯穿在他各个时期的山水画中。
具体表现在丘壑安排和笔墨表现方式上。
他曾对自己绘画特点进行概括总结：“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
”他画中表现出的唐人气韵，听来较为抽象，但图中的丘壑、笔墨显然取法宋元人，再经过融会、演
变形成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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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王犟虞山画派众多的们徒弟子中，除杨晋等之外，还出了一些稍有成就之人，如王翚后人王玖
，在王翚秀润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王原祁后裔王三锡继承发展石谷的写生之法，“有出蓝之誉”。
清代道光年间的戴熙学石谷比较成功，作品善用淡墨皴擦，笔墨意趣盎然，有自己风貌。
　　受王晕画风影响的还有一位日本山水画家高岛北海（1850～1931），他最初习画是从《芥子园》
画谱入手，对王犟绘画技法下过功夫临摹。
并以此为基础到欧美各地游历写生。
画出了《中国百景图》、《世界百景图》。
图中借鉴了王翚等中国画家的表现技法。
　　在这些众多虞山画派弟子中。
其作品画面形式上都与王翚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有的足以乱真。
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画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笔力柔弱，画面单薄，骨骼神韵远不逮乃师。
以致他们的画显得“精神不出，生趣荡然”。
并且这种状况不仅在清早期，在清中期小四王、后四王，以及清末专仿石谷的姜颖生、葆济、元博生
都是类似现象。
　　姜筠是学王翚很像的一位画家，在晚清民国期间颇有名气。
姜筠，字颖生，号大雄山民，安徽怀宁人，一生专仿王翠，没有多少变化，画面样式与王犟中晚期画
风极为相像，但由于画风死板，徒有其形式，缺少其王画之灵气。
　　葆济，字东生，满洲人，山水专摹王犟，外在面貌极为相似，而缺乏神韵。
　　元雋，字博生，满洲人，清末山西侯补道，山水专摹王晕，而意趣不足。
据说因仿王犟很像，从而得到一位大官僚的欣赏而得官。
　　这些学王翚画风的虞山派画家，其作品大多数都徒具其形式，缺乏生气，其艺术成就都不高。
因此人们得出一个结论：“耕烟派断不可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些问题将在王犟艺术风格特点分析探讨之后，再进行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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