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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黄公望或者《富春山居图》，都是关于&ldquo;望&rdquo;的纷纭。
　　望，《说文》以为乃是&ldquo;出亡在外，望其还也&rdquo;。
对于事物的可欲，一开始就带了乡愁似的缠绵，就是刻在灵魂里的无法自已。
　　黄公望，或者《富春山居图》，都绵延在&ldquo;望&rdquo;的河流里。
　　黄公望，世传其养父一见到他就说：黄公望子久矣。
于是名公望，字子久。
从一开始，这个异乡来的孩子就活在别人的期望之中。
而在当时的社会价值中，入仕成为他实现自己背负的期望的唯一途径。
这就注定了黄公望以后的人生道路。
求吏求官，学道学画，种种际遇都是他无法排解的热望使然。
　　只是黄公望的命运注定在另一条路上。
求吏入狱，求官无望，学道不成，学画岁暮，从原本设计的路上一步步退下来，黄公望乃能发现自己
生命本真的希望与热情，从而不期然地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背负的期望。
黄公望作画约始于三十一岁。
但早年所画，&ldquo;画法苍老，唯失于韵&rdquo;，同时因奔走仕途，绘画仅为余事。
五十岁前后，历经坎坷，方才潜心画事。
因他自幼&ldquo;习神童科&rdquo;，&ldquo;旁晓诸艺&rdquo;，后又长期担任书吏，有很厚的书法功底
，加之得到了画坛领袖赵孟烦的指点，所以画艺进步很快，不久就画名大振。
而真正成就黄公望的是一卷《富春山居图》，黄公望完成这一长卷时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铅华洗尽
，云淡风轻，黄公望邂逅了最真实的自己，从此消失于烟水苍茫之间。
从此，《富春山居图》成为传奇，成为别人眼中的执念与想望。
　　第一位期望《富春山居图》的是黄公望的朋友无用师。
黄氏创作《富春山居图》时已是晚年，既历经沧桑，又有鲜明个性。
秀润淡雅、气度不凡的画面，可以说是凝聚了作者毕生的创作功力、学养境界和人生体悟。
无用师认定这必是一幅杰出的旷世之作，面世之后难免被人艳羡，恐遭巧取豪夺，所以早在作品还未
完成时，便请黄公望先行题跋，说明是送给自己的，以防他人觊觎。
伟大的艺术作品从一诞生就成为他人欲望的对象，这一欲望颠簸着《富春山居图》的运命。
　　在这一系列的故事中，吴洪裕是值得细说的知音。
正是由于吴的绝望，才有了后来《富春山居图》的破裂。
吴洪裕展玩此图近二十年，这个没有子嗣的收藏家，在死亡来叩门之际绝望了。
因为，对一件物品的过度的欲望必然导致绝望：在另一个世界没有它的陪伴，绝望；身后没有人会如
自己一样珍概它，绝望。
在这一绝望中，他将《富春山居图》投入了火炉。
对于这幅画的幸运或者不幸的是，吴洪裕的侄子抢出了这幅画。
长卷得以留存了下来，但是起首的一段已经被烧得火痕累累，重新装裱之后，只能分拆成前后两个部
分，即《剩山图》和《无用师卷》。
在以后的日子，两幅画卷各自承载着各种各样的冀望飘零。
　　数度甲子，岁月悄然逝去，2010年，已经海天相隔的两段画卷，带着乡愁家愿重新走入世人的想
望。
在海峡两岸各界人士的努力之下，2011年6月，《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将正式在台北合璧展出。
这是两岸文化交流的盛事，《富春山居图》岁月荏苒之后的合璧，牵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江河流转，在风流成败之后，一个文明总是要靠一些念想希望成就自己的根脉，使其生命源远流
长。
《富春山居图》比渺小的我们走得更远。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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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 二0一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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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望六百年：富春山居图传奇》：黄公望，世传其养父一见到他就说：黄公望子久矣。
　　于是名公望，字子久。
从一开始，这个异乡来的孩子就活在别人的期望之中。
而在当时的社会价值中，入仕成为他实现自己背负的期望的唯一途径。
这就注定了黄公望以后的人生道路。
求吏求官，学道学画，种种际遇都是他无法排解的热望使然。
　　《一望六百年：富春山居图传奇》以一种关照古今的情怀，掇拾有关史料、评论和图像，向大家
讲述《富春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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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毅清，女，1969年生，浙江杭州人。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文学学士，浙江省博物馆书画部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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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言壹 一世黄公望六世望黄公忆昔少年游人生如梦竟昏昏兴寄山水尺素间一湾溪水数函书贰 画中
兰亭黄子久特妙风格《富春山居图》中的物我关系《富春山居图》的审美形态《富春山居图》的画史
意义叁 天下有山亦有水富春山水非人寰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今
日已无黄子久，谁人能画富春山肆 六百年辗转悲欢文人画家的至宝乾隆皇帝的错爱海峡两岸的愿望附
录写山水诀、论画山水题画诗书画题跋诸家评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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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顺治七年庚寅（1650）的一个冬日，江苏宜兴吴宅的云起楼中，吴洪裕虚弱地倚靠在卧榻上，
这位显赫一时的收藏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他的耳边充盈着家眷们嘤嘤的哭泣，但他昏茫而不舍的目光，投向的却是手边一个一尺多高的卷轴。
这是一幅水墨纷披的山水画长卷，他时时地展观、细品已经有将近二十个年头了。
为此，他特意在自家园林的临水处盖起了一幢小楼，用来作为画卷的收藏之地。
小楼里一年四季摆放着珍奇的花卉，也不乏古老的鼎彝珍玩，但它们众星拱月般的，都只为衬托这一
件画作。
当明清易代的战火蔓延到宜兴城的时候，吴洪裕加入了逃难的人群，惊慌失措的那一刻，他舍弃了家
中满堂的珍宝，唯独随身携带的还是这一个画卷，对它的珍爱程度，简直可以用性命相抵。
吴洪裕没有子嗣，他无法想象画卷会旁落到一个也许并不懂得它价值的外人手里。
而如果人死后真的要去往另一个世界，他也无法想象在那里将没有它相陪。
在多年的展玩中，吴洪裕早已把长卷中每一处山峦的起伏、江水的蜿蜒默记在心里，他也已经无数次
地品读画卷的创作者在山水收尾的空白处写下的题跋，那段文字记述了画卷创作的前因后果，奇妙的
是，遥遥相隔了三百年，题跋的时间，竟然也是一个庚寅年。
想到这件由作者题识于庚寅年的千古名卷，在又一个庚寅年将由自己来决定它的命运，已经感觉到死
亡气息的吴洪裕，心里不由生起了一丝的快慰。
　　也许真的是天意吧，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手指向了屋子一侧的火盆。
　　看到火苗轻轻舔舐着包裹卷轴的锦缎，吴洪裕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他当然不会再知道，这个令他无法割舍，要用来为自己殉葬的画卷并没有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在火中
化为一缕青烟&mdash;&mdash;看到吴洪裕的意识渐渐模糊，他侍立在旁的侄子从火盆中抢下了它。
长卷得以留存了下来，但是起首的一段已经被烧得火痕累累，在后来重新装裱的时候，只能分拆成前
后两个部分，而它们从此离散飘零，在时光的流逝和人世的变迁中各自演绎着曲折的递藏故事。
他更不会知道，数度甲子的岁月流转，又是在一个庚寅年（2010），已经海天相隔的两段画卷会承载
起浓浓的乡愁家愿，成为世人的焦点。
　　这个传奇的画卷，就是《富春山居图》，它的创造者，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
吴洪裕的画家朋友邹之麟，曾经把黄公望比作书法史中的王羲之，而把《富春山居图》比作王羲之的
《兰亭序》，认为那是一件&ldquo;圣而神矣&rdquo;的旷世巨作。
自从《富春山居图》问世以来，历代的文人雅士纷纷以一睹它的真容为幸事，它曾经被几代大画家珍
藏过，也曾经深藏在皇家内苑，在流传过程中收获了无数的赞誉，也遭受过火焚毁容的沧桑。
如今，它劫后幸存的前面一小段，被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后面的主体部分，则在台北&ldquo;故宫博
物院&rdquo;。
　　在刚刚过去的庚寅年中，对于它在分离了三百六十年后，将得以首度合璧展出的期待，牵引着无
数人的目光，那么，就让我们在这样的期待中，再一次领略它的创作者黄公望的传奇人生，领略长卷
不朽的魅力，还有它&ldquo;作于庚寅、毁于庚寅、名于庚寅&rdquo;的辗转悲欢吧。
　　一世黄公望 六世望黄公 黄公望（1269&mdash;1354），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道人、净竖，
晚号西井道人。
平江常熟（今江苏常熟）人。
他是元代著名的画家，其最声名卓著的画作是《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描绘的是浙江境内富春江沿岸的美丽风光。
图中的峰峦平沙、水郭烟村仿佛笼罩在初秋明澈的大气中，带着一种舒缓而静谧的气息。
幽远之人写澄明之画，观画之人没有不把黄公望当作山中高士仰望的。
明清时期的各种文人笔记中记载了许多关于黄公望羽化登仙的逸闻，如周亮工《书影》记载明代的书
画家、收藏家李日华说黄公望某天与人同游杭州虎跑，忽然间只见四周云雾拥溢，黄公望被团团围住
，仿佛仙人一般驾云而去。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也有&ldquo;人传子久于武林虎跑石上飞升&rdquo;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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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代画家方薰《山静居画论》，更称在黄公望辞世多年后，有人在塞外见他悠然地吹奏着笛子，是
为&ldquo;蝉蜕不死&rdquo;。
这些关于黄公望的种种充满诗意的浪漫传说，反映了后人对黄公望的私心仰慕和顶礼膜拜。
他们想象黄公望是一个充满&ldquo;富春山&rdquo;气的世外高人，《富春山居图》中充满生机的云烟
，正出自一个胸中富有丘壑的仙人。
　　&ldquo;一世黄公望，六世望黄公&rdquo;。
热爱艺术的人们，在自己的内心，如此虔诚地供奉这位一生坎坷失意的画家。
他是谁，来自何方，去向何处，走过了怎样的一生？
我们跨越六百年的沟壑回望，望见的，又是怎样的灵魂？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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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望六百年：富春山居图传奇》讲述了六百多年前，黄公望久久凝望富春江两岸，绘就这卷传
世名作。
 &ldquo;一望六百年&rdquo;。
我们一起把《富春山居图》的传奇及讲述这个传奇过程中的温情传递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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