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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诗要读，画也要读，还要将绘画艺术品及其题诗对照起来读，才能真正探求到诗画艺术美的奥秘
。
为此，笔者特撰写此书，命之日《历代名画诗画对读集》。
　　清人张遗为周亮工《读画录》作序，首肯“读画”之雅举。
顾修嗜画，以读画为乐，名自己的书室为“读画斋”。
苏州网师园内有“看松读画轩”。
可见我们的祖先是很重视绘画艺术的鉴赏活动的。
读一幅画，读题写在这幅画上的诗，既要细致深入地读出它们各自的深层意蕴，品出它们各自的艺术
三昧之味，悟出诗人、画家的创作匠心，还应当对照着读，将画幅的绘画美和笔情、墨趣、画境，与
题画诗里的诗艺美和诗情画意逐一比照，寻绎它们相互融通、渗透、互补的精微处，整体地把握这件
艺术品的美学特质。
　　诗画艺术要对照着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我国历代题画诗的发展演进，促使画面具象与题画
诗的对应关系发生变化，诗与画的对应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代名画诗画对读集（山水�>>

内容概要

　　诗要读，画也要读，还要将绘画艺术品及其题诗对照起来读，才能真正探求到诗画艺术美的奥秘
。
为此，笔者特撰写此书，命之日《历代名画诗画对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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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绘画艺术不能表现动态事物、持续性动作、声音，绘画中的具象受时问、空间的限制，这些短处
，可以通过发挥诗歌艺术的长处补足之。
诗人们写作题画诗，并不是简单地再现画面具象，而是可以借助诗歌诗言，对绘画艺术品的内在意蕴
、表现技巧、画家的构思匠心，加以申发补凑，使画境内涵更为丰富、深化。
宋吴龙翰说：“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
”（《野趣有声画序》）清方薰也说：“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
”（《山静居论画》）题画诗具有的申发补凑的艺术功能，在山水画题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唐刘商《与湛上人院画松》：“水墨乍成岩下树，摧残半隐洞中云。
猷公曾任天台寺，阴雨猿声何处闻？
”诗的后半首描写湛然和尚曾住天台山国清寺，将在画松中听到阴雨天猿的哀鸣声。
猿声画不出，题诗申补之。
元邓文原《王洽云山图》：“五云深处拥蓬莱，树色苍凉映水开。
何处书声映林樾，却教仙侣过桥来。
”题诗前两句是实笔，再现画境，后两句是虚写，“书声”是听觉形象，书声遥引仙侣渡过桥来，都
是画面上没有的事物，诗人虚拟得之，申补画意。
元王逢《题李唐长江雨霁图》：“烟雨楼台晻霭间，画图浑是浙江山。
中原板荡谁回首，只有春随北雁还。
”题诗前两句写李唐画面。
三、四句说有谁还回首中原，只有画上的北雁带着春意返回北方，言外之意，是说画家李唐不忘故国
，时时回首中原，婉曲地表达出画家希望恢复中原失土的爱国思想。
李唐的这一番苦心，画面无法表达，王逢用题画诗将李唐的画心揭示出来，申补画意，意味深长，诗
思颇有厚度。
明王绂《自题小幅山水》：“溪水涵秋鹤影孤，草堂云冷树模糊。
相看未遂还山约，空复年来写画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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