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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出版于1997年到2005年的八年间，这些文章所开辟的课题及视野在出版当时
实属创新，文内论述也尽力取得最大的思辨空间；立足于2010年观之，在同类议题与数据逐渐引起学
界注意的同时，本论文集仍有其值得参考之处。
本书由王正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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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此文对于今存画作政治意涵及使用脉络研究的贡献，应以郭熙《早春图》为代表。
《早春图》为画史上的巨作，描写万物蒸融、欣欣向荣的早春景象，气氛营造成功，灵动的笔墨尤具
有扩散、感染性。
绘画史研究中提及此图艺术成就或风格特色者不少，也有自道家仙境观点解释其风格的研究，但首先
讨论其政治意涵及脉络的学者首推曾布川宽。
在其1977年的论文中，曾布川言及郭熙所作壁画、屏风画广布于神宗朝官府的情形，以实例说明神宗
对于郭熙的宠爱（页67—69）。
专论《早春图》时，尝试解释神宗专宠郭熙的原因，并以“官画，，为名，将神宗新政的政治理想与
郭熙的画风联结（页80—84）：据郭熙著作《林泉高致集》，如《早春图》般山林整然的秩序形式具
有象征意义，表现理想的君臣人伦秩序，因此符合神宗新政的要求。
 张珠玉的文章对“春山”题材的郭熙画作有另一层面的讨论，首先提到郭熙于元丰五年（1082）奉帝
命为新落成的翰林学士院作《春山》屏风，此一题材对当时士大夫观者而言，寓含仙境之意，适合置
于翰林学士院，因为翰林院自唐代以来被比喻成玉堂——道教仙境，再者，“春山”题材也象征统治
者之仁政德化有如春来万物复苏，所以置于翰林院中作为皇帝御座后的屏风极为合宜。
《早春图》所绘亦是春山景象，其政治意涵或如《春山》屏风，自其尺寸推之，也可能为屏障之用，
而其画风正有春光平和、生生不息之感（页89—92）。
 综合张珠玉、小川及曾布川的研究，再加上相关的记载，对于《早春图》的政治意涵及脉络可有以下
初步的认识：翰林学士院的落成是神宗新政中官制改革在硬體上的代表，而郭熙特别制作的《春山》
屏风，在象征意义上与翰林院契合，在政治意涵上适合置于帝座之后，象征皇帝仁育万物之德。
而该屏风绘“春情之融洽，物态之欣豫”，与今存《早春图》十分相似，除了象征帝德外，这一万物
峥嵘、生机处处的景象正是新政在视觉上最好的表征，置于改革意味浓厚的新翰林院中自是观者、空
间、画作三者相得益彰。
 3.背景式的研究 以大量篇幅说明画作产生的背景是传统中国绘画史研究常见的方式，今日的学术思潮
对于此种研究方式极尽批评，因为背景式的研究将画作孤立于使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脉络之外，研究者
着重于描述“外在”的种种因素，通常在大范围的叙述后，才引入特定的画作，不讨论画作与所述背
景的细部联结，隐含“有如此的背景，即有如此的画作”的研究假设。
结构主义后的学术思潮认为包括画作在内的文化产品是形构文化的一部分，具有积极的作用，不是外
于其生产脉络的真空物品，也不是消极地自某些背景中自然产生。
背景（background）与脉络（context）几为对立的研究观念及方法，今日背景式的研究已为脉络式研
究所取代。
然而，背景式的研究固然有缺点，对于画作的诠释能力极为有限，但好的背景式研究提供坚实的研究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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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权力与消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面向》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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