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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汇集了王学仲先生几十年来从艺的经验和心得，既有对书画艺术理论的思考，也有个人书画创作
经验之谈。
读之，对书画创作、艺术研究和鉴赏以及提高审美能力大有裨益。
全书主要包括了中国画体论、中国的油漆画、汉画像的气象、六朝山水画与山水诗等21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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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体论中国的油漆画汉画像的气象六朝山水画与山水诗中国的六法与印度的六要王维的比例透视
观“富贵”与“野逸”论文人画题与不题之辨日本浮世绘和中国年画国画的“写”与“做”刘熙载的
书画美学观论粗笔画特技画法儒、释、道书家三风辨汉朱书处墓砖书圣王羲之碑、帖、经书分三派论
轶宋踵唐论赵书尚古尊帖的元人书法黾园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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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人画体要认识文人画，必须对历史上有文人画气息的画家及理论家加以界定。
文入画界定于明代，而历史上对于文人画倾向性的认识，早已有所表述，论到文入画家气质的如：宋
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僮僮然不趋，受揖不立，
因之舍，公使人观之，则解衣般礴，裸。
君日：“可矣，是真画者矣。
”（《庄子·田子方》）峰岫晓嶷，圣贤暎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
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南朝?刘宋?宗炳《画山水序》）以上所说，都带有文人画家的雏形，即是说，文人作画，需先养其
气质，畅其神思，不斤斤于所画的细节如何。
其次论到神韵的如：南齐谢赫首先提出了“六法”，“六法”的第一条即是“气韵生动”。
唐代张彦远将其推广，说：“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
”可见，神韵是文人画追求的最高点。
再次，把画作为文学诗词的品位加以欣赏。
如宋代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把绘域进一步拉到文学品位高度的，还有宋代的邓椿，他在《画继》中说：“画者文之极也，故古
今文人，颇多着意，张彦远所次历代画人，冠裳大半，唐则少陵题咏，曲尽形容；昌黎作记，不遗毫
发。
本朝文忠欧公、三苏父子、两晁兄弟、山谷、后山、宛丘、淮海、月岩，以至漫仕、龙眠，或品评精
商，或挥染超拔，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难者以为自古文人，何止数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将应
之日，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
”这说明，古代文人画，必须有士大夫文人的品评或参与认可，方能称为文人画。
无有这些，文人画很难具有文学的品位，即使具有，也是极少极少的。
第四，把画品提到人品的高度。
汉代的扬雄，即有此论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扬雄最早提出了人品与画品的观念。
到清代的邹一桂，亦以人品为鉴别书画优劣之依据：“古之工画者，非名公巨卿，即高人逸士，未有
品不高而能画者。
”清代张庚认为，古代画的“士夫气”，亦即是品格。
至于苏轼所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是把书画与诗词的关系，又进
一步提高到互为融会的高度。
后之论画者，无不承袭此说。
现在，我们就可基本上归纳出我国历史上的评论家对文人画家所界定的内容，即：具有高尚的道德人
品，身为士大夫以文人身份参与绘画，融诗、文、书、画为一体。
亦即陈衡恪所提出的文人画家四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
以上仅是从理论上论证了文人画形成的因素。
从宋代苏东坡的“士夫画”，发展为具体的文人画，到姚茫父与陈衡恪的具体界定与阐发，可谓文人
画的体旨已经具备，而文人画家的人选，也在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中初步列出。
他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
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又遥接衣
钵。
”当然，作为明代论家的董其昌，只能将画家罗列到明代，若按照他的天然逻辑，那么清代就应当是
四王、吴、恽了。
董其昌的画论，仍沿习以山水画为正统的规范，而忽略了人物、花鸟及其他杂画的画家，如宋代画人
物的梁楷与牧溪，画竹的文同，画梅的晁无咎、赵孟坚，画兰的郑思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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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文人画的高品格言之，文采风流冠世而能符合文人画首选之人物，应推苏轼与米芾。
他们是真正诗、文、书、画兼通，并且最具有封建时期士大夫之文人品格。
中国画发展到元代，是其成熟时期，画家更趋向于个性及写意。
因为出了一个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倪云林，文人画的写意风得到进一步发展。
除董其昌所列的四家之外，尚应有高克恭、僧人溥光等人。
元代对文人画的认识，除承士夫气等旧说外，更注意将书法渗透入画法，甚至强调书法与绘画同法，
进一步强调了画的书法气息。
如赵孟頫提出：“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自赵孟頫强调以书人画，他的外孙王蒙深明此旨，在山水中杂以篆隶奇文。
以后的文人画家亦多在画论中大同小异地强调文人画之与书法的重要性。
元代文人画除强调个性之外，在作画时还强调一个“写”字。
如元代绘画理论家汤厘说：“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画兰谓之写兰，何哉？
盖花之至清，画者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耳。
”明代文人画家，除文、沈、陈继儒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花鸟画家徐青藤与陈道复二人。
徐青藤可谓是文艺上的兼通者，不仅能文能诗词，还长于写剧本。
他的画，墨光水气，纯然重写重意，为近代粗笔文人画开宗启门，不像明代的山水画家，多以临古为
能事，个性日渐泯灭，浙派和吴派便乘机而兴起。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推重文人画，自然也自视为明代当然的文人画家。
明代的流派日多，互为诋毁，但真正出色的文人画家并不多见。
元代所形成的以“士夫气”及“写法”为标榜的文人画，到清代四王，又成为因袭的框架。
画家无不以临摹元四家为高尚，这样真正的文人画就不在四王手中，而跑到了“四僧”、“八怪”的
怀抱。
清初“四僧”重新揭举个性，不守元四家的绳墨，其中画山水的石涛、石谿，实在是清代画家的中坚
，其他如梅清、龚贤，也不为时习所囿，各呈自己的灵性，另辟山水之天地。
清末民初的文人画家，若以文人的人品及艺兼诗、书众长的人物，要推上海的吴昌硕，北京的陈师曾
、王梦白。
陈师曾与姚茫父在创作之外，又皆着意于文人画理论上的总结，并丰富了唐前文人画的空白，以为“
汉时蔡邕、张衡皆以画名”，又举六朝山水家“如宗炳、王微者，以山水露头角”，表示其思想与人
格，自然是应居六朝山水画家之列的文人画家。
由于时移世易，现代的文人画，自潘天寿以后，极难于论证。
潘天寿为南方一大宗师，其画虽有较多的羁悍之气，但与并世之中国画家衡量，诗、文、书、画、印
，少有能与他相匹的，因此，具有陈衡恪涵义的近代文人画家，不能不说，到潘天寿已告一终结。
现代人究竟承认不承认文人画这一概念，或行将对其变异为何种式样，不得而知。
因为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画种的变化纷呈，前景是十分难以预料的。
当前的文人画，以中青年所标志的变形、减笔为特色，笔墨游戏陛质的探求多，潜心于文人画多种修
养者少。
文人画究竟会发生何种新的变异，我们将拭目以察。
作家画体作家画一词，少见于历代画论中，是于明代陈洪绶《自题抚周长史画》的随意题跋中摘出的
。
陈洪绶在这里确实为中国画界定出古今存在的一大画体——作家体：故画者有入神家，有作家，有匠
家，吾惟不离手作家。
看来，陈洪绶把自己定位为“作家”是颇为自负的。
他无意中为中国画提出了一个存在于世的大“画体”，与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提出的文人画体
，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这一画体的提出很有规范性。
那么，何谓“作家体”呢？
在题跋中，陈洪绶也有所阐述：古人祖述之法，无不严谨，即如倪老数笔，都有部署法律，小、大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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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营邱、白驹诸公，虽千门万户，千山万水，都有韵致，人自不死心观之学之耳⋯⋯老莲愿名流
学古人，博览宋画仅至于元，愿作家法宋人乞带唐人，果深心此道，得其正脉，将诸大家辨其此笔出
某人，此意出某人，高曾不观，贯串如到，然后落笔，便能横行天下也。
从他的这一段论述中，不难明白，陈老莲自诩的作家体，便是更强调法古人的笔法和意境，也就是使
中国画更加出规人矩，不离古人的古法。
他和董其昌同样都鄙薄马远、夏圭，但所鄙薄的视角不同，说穿了，即是董反对马、夏缺少文人士夫
气息，陈反对的是缺少古代画作的作家气息，而作家的法度，即包含着古画家严格的“法”与“意”
。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枚举的最高画体也有不同，但这无妨于他们为中国的画史、画派、画体所作的
理论建树，确是明以前的画论所未能看到和提出的。
陈洪绶留传下来的画论不多，但可与董其昌的文人画论具有同等重要之价值，他们都从宏观上廓清了
当时繁琐而不着边际的议论，但却未能实质性的从认识上找到当时中国画的主体与宾体。
依照“作家画”的定义，寻找历史上有成就的作家画家是不难的。
如古人物画家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卢棱迦、周防、顾闳中、李公麟、周文矩、赵孟频
、柯九思、朱德润、丁云鹏、崔子忠、赵左、唐寅、谢时臣、钱舜举、周臣、林良、吕纪、仇英。
至清代，若以文人画标准衡量，四王之中的王翠，临摹南北宗无不擅长，一味仿古，可算是清代最理
想的作家体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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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仲谈艺录》为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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